
2023年8月底，四川省德阳市发布《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意
见建议的公告，拟涨价48元。目前，公开征集意见建议已有半年之久，价格调整方案仍未确定，原因为何？

阅读提示

普惠共享成为消费心理定式

“说清楚、讲明白”是重要前提

三星堆票价拟调整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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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旅产业研究者认为，公共资源
依托型旅游景区的收费是一个涉及公
共资源管理、游客及居民利益、地方经
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企业经营诉求
等多方关切的公共议题。“是否收取门
票、门票价格数额的确定，决策机制与
过程要规范和优化，对于舆论争议尤其
需要积极主动引导，说清楚、讲明白是
重要前提。”

记者了解到，博物馆景区的价格调
整其实已有成功案例，例如，此前北京
故宫博物院拟调整票价，拉大淡旺季价
差，景区第一时间就“票务政策调整方
案（征求意见稿）”召开研讨会，广泛征

求意见。景区还公布了票价调整的议
定程序，即首次研讨会后还将召开咨询
会、听证会等，确定了合理方案。

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创建的建川博
物馆，目前在成都有 35 座馆、重庆 14
座。樊建川曾公开表示，建川博物馆
60%以上的开支是人工费用，其次是水
电、维修、监控、行政等费用。作为民营
博物馆，必须依靠经营生存。此前，围
绕减轻博物馆运营压力，重庆相关部门
通过专题会议磋商的形式，核定政府财
政补助，实现了建川博物馆作为重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游客免费
开放的普惠政策。

近几年，三星堆遗址发掘成果愈加
丰富，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区
作为首批国家4A级景区、首批国家一
级博物馆社会关注度极高，“一票难求”
几乎成为常态。有业内人士认为，三星
堆博物馆发展前景广阔，越是关键时
期，涉及关乎民众普惠利益的票价调整
问题，越要审慎推进，在多方配合努力
下争取确定最优方案。此外，当下博物
馆旅游景区还应走出门票依赖路径，充
分发挥业态规划、创意设计、市场激励
等现代产业发展手段的作用，实现旅游
业持续高效发展。

据《工人日报》

三星堆门票拟从72元涨至120元，公开征集意见历时半年仍悬而未决

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为何谈“涨”色变？

“公开征集意见建议后，我们将召
开听证会，最终的门票价格调整会进
一步向市民和游客公布……”针对三
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景区门票价
格调整进展情况，四川省德阳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相关人员在来访电话中
作出如是回复。

2023 年 8 月 31 日，德阳市发改委

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三星堆古蜀文化
遗址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方案（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意见建议的
公告，拟核定将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
博物馆景区门票价格从72元/人·次调
整为120元/人·次。一时间，社会大众
讨论热烈。记者近日了解到，公开征
集意见建议已经历时半年之久，价格

调整方案仍悬而未决。
近年来，不少博物馆景区都曾因

调整门票定价引发热议，其中湖南湘
西凤凰古城、江西婺源景区、江苏扬州
瘦西湖等一度深陷舆论漩涡。社会大
众对博物馆景区门票定价为何谈“涨”
色变？

“还没来得及看就要涨价了，涨幅
也太高了。”在网络平台上关于三星堆
票价调整的讨论中，有不少反对声音，
认为其“爆红”过后涨价，存在“宰客”
嫌疑。

事实上，此次三星堆价格调整，是
德阳市发改委进行深入成本调查后，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景区运营成本，
兼顾游客承受能力，参照国内同类景区
门票收费标准拟定的方案。

方案中还列出了定价理由，例
如，新馆建设投资超过 14 亿元，投资
23.77 亿元的三星堆遗址保护区还将
开展征地拆迁、考古遗址保护以及环
境整治、景区道路建设、绿化和景观
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运营、维
护成本不断攀升，景区财务费用负担
沉重；按照国家发改委明确的“建立
主要补偿景区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
合理成本并适当反映景区价值，以补

偿合理运营成本、保持收支总体平
衡”的定价原则，现行景区门票价格
不能覆盖运营成本等。

方案还明确，价格调整后，依旧对
60 岁（含）以上老人、残疾军人等免
票。然而，记者对网友留言梳理发现，
民众针对三星堆门票价格调整的讨论，
大部分围绕72元到120元的价格涨幅
展开，上述关乎价格调整决策的支撑性
内容并未得到重视。

一位文旅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
城市公园、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场所
相继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由此逐渐
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免费共享消费心
理定式，使得旅游景区尤其是公共资源
依托型景区的收费问题，不管是免费变
收费，还是价格上涨，都容易受到批评。

国家发改委 2018 年 6 月印发了

《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
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
导意见》，要求从合理界定门票定价成
本构成、创新价格管理方式、严格履行
定价程序等方面，完善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形成机制，确保降低偏高的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明显成效。当
年 9 月，各地已出台实施或发文向社

会公布了 981 个景区免费开放或门票
降价措施，其中 5A、4A 级景区占比超
过7成。

“每逢小长假，各地文旅部门往往
会积极宣扬景区免费或降价的普惠政
策，大家都在‘降’，三星堆逆势谈‘涨’，
的确很难让老百姓心安理得地为此买
单。”有受访市民和游客表示。

新华社成都3月 23日电（记者
袁秋岳）3月23日，2024四川·崇州国
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五届全国传统风
筝锦标赛在成都市崇州羊马嘉裕湿
地公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风筝队伍
的300余名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将展开龙类
大型、龙类中型、软翅串类、立体类、
动态类等11个项目的团体奖、单项奖
角逐。此外，首次全国青少年制作放
飞赛也在此同步展开激烈角逐，近20
所学校 50 多名学生参赛。现场还有

国内名家风筝展览，静态展示各类型
风筝。

本次比赛由中国风筝协会主办，
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四川省风
筝协会、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体育
总会共同承办。

第五届全国传统风筝锦标赛在成都开赛

新华社上海3月24日电（记者 许
晓青）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
济贸易办事处、上海电影博物馆、香港电
影资料馆等联合主办的“芳华再续”香港
主题电影展23日在上海启幕。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沪港双城均
为举足轻重的“电影之都”。上海是中
国电影的发祥地。香港与上海长期密
切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香港电影业迅
猛发展。

近年来，沪港双城影视产业合作走
向深入，开出“并蒂之花”。特别是今年
以来，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在线
上线下热播；3 月中旬“上海视听”精品
推介会在香港国际影视展期间举办；此
次香港主题电影展在沪推出，延续了这
波影视“沪港热”。

本次香港主题电影展由香港特区政
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上海电影集团指
导，共展映8部作品，分别为《缘份》《胭
脂扣》《阿飞正传》《纵横四海》《倩女幽
魂》《半生缘》《男人四十》《钟无艳》，其中

《纵横四海》《半生缘》为最新4K修复版。
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贸办主任蔡

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将推
出“开拓内地电影市场资助计划”，支持
香港和内地文化企业，投资和推动香港
导演的制作，帮助他们拓展内地市场。
此次电影展在上海举办，也希望通过放
映香港经典影片，吸引更多内地观众关
注香港、到访香港。

沪港携手办影展
双城电影续芳华

新华社深圳3月24日电（记者 白
瑜）作为深圳第一所由教育部批准设立
的合作办学高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迎来了建校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建校十周年大会暨发展论坛3月23
日在深圳举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徐扬生在致辞中回顾了创校初
期，师生秉承“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
品牌、万世良心”的创校精神，使大学从
一片荒芜的空地和几幢废旧的厂房起
步，发展成为如今占地约133万平方米、
拥有六所学院和七所书院、一万多名在
校师生的国际化大学。

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建成经
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
科学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六所学院，
逸夫、学勤、思廷、祥波、道扬、厚含和第
七书院共七所书院；目前有教职员工
1881 人、在校生 10118 人，其中本科生
6641人、硕博生3477人；与全球33个国
家和地区的148所一流大学建立了实质
性的合作关系，开展合作项目达250个。

各级政府代表、百余名院士、海内
外高校代表、该校全球校友代表、在校
师生、家长代表等逾千人参加建校十周
年大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庆祝建校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