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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出游市场旺盛 文旅企业缓慢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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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颖 童海华 北京报道

“跨省游放开之后，我们的工

作人员每天都在加班。”春秋旅游

副总经理周卫红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

7月14日，文旅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

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恢复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随后，北京、

海南、四川、江西等多省份均明确

落地了相关政策。

上述信息发布之后，市场给

予了积极的回应。“跨省旅游”的

百度搜索指数由 0 猛增至 3500，

一度冲上热搜。7月15日，A股旅

游酒店指数逆势上涨5.73%，多家

旅游类上市公司股票涨停。

某拟上市旅游公司董秘告

诉记者，跨省旅游的开放，是旅

游业同仁们期盼已久的事情，市

场的反映也很好。

但 是 从 目 前 的 情 况 来 看 ，

短期内企业的经营情况也不会

有太大的改善。疫情的常态化

还会持续，没有躲过此次的企

业，未来可能会面临一波兼并

重组。

7月19日，北京防疫级别从二

级下调为三级，仅隔一天，北京就

宣布开放跨省游。

公开信息显示，上述消息发

布后，北京游客搜索旅游产品的

1 小时瞬时搜索量环比增长了

200%以上。

业界预测，北京跨省游的恢

复，预计直接、间接或带动上千亿

元的旅游收入。与此同时，春秋、

上航旅游等纷纷启动跨省游线路，

业界预计：暑期加上跨省游恢复，

将给旅游产业带来极大的拉动。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在北京之前，上海、三亚等多个省

市已经开启了跨省游。

周卫红对记者表示，春秋旅游

位于各地市中心或者是重要街区

的门店都已经重新开起来了。

对于上海市民旅行目的地的情

况，周卫红介绍，在7月16日他们系

统开放以后，大部分上海市民选择

江苏、浙江出游，占比是非常高的。

中青旅遨游网发布《2020 年

国内跨省旅游消费新趋势预测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显示，近九成客户对国内跨

省游报以期待；因疫情推迟、积

压的旅游计划，希望能尽快成

行；暑期或将成为拐点。

中青旅遨游网搜索、浏览监测

数据显示，《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

开学的通知》发布后，针对“亲子”

“一价全含”“专业老师”“儿童托

管”“探店”等关键词搜索浏览明显

增多。最近3个月订单数据进一步

显示，家庭出行（订单出行人中包

含儿童）客户明显增多，特别是“五

一”小假期、“六一”儿童节、周末，

相关订单量占比超过七成。

通过对购买过遨游网2020年

4月古北水镇首发团、五一雁栖湖

全家健康总动员相关产品的客户

进行电话回访，部分家长表示“假

期太长，需要用出游给孩子释放

能量”，“答应孩子的（寒假）旅行，

暑假一定要补上”。因此他们大

胆预测：国内跨省游开放后，或将

迎来补偿性亲子游高峰。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还是

对部分人群出省有着限制。在北

京宣布降低防疫级别的同一天，

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要求北京

各教育系统不组织、不接待各类

夏令营、研学旅行、暑期社会实践

等聚集性活动。

某旅行社人士对《中国经营报》

记者表示，除了北京这种情况，还有

很多的学校是要求在开学之前的两

个星期不能够离开自己居住的城

市。这样可以出省的时间就变成了

从现在到8月15日之前，这段时间

非常短。而夏令营则是旅行社在暑

假期间很重要的业务。

出游情绪高涨

期待已久的跨省团队游重

启，旅游市场会不会马上迎来报

复性、反弹性增长？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跨省

跟团游恢复之后，旅游行业回暖

也不会那么快。恢复跨省游还是

有点儿难，现在好多客人对疫情

还是持审慎态度。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旅游市场

也在逐渐打开。

3月12日起，各地有序恢复省

内团队旅游业务，旅游业进入“防

控型复工”新阶段。清明节、劳动

节和端午节三个假期，旅游市场

实现了安全运行和有序恢复的预

期目标，没有因为旅游活动而传

播和扩散疫情。中国旅游研究院

院长戴斌在一次讲话中表示。

公开信息显示，自今年“五一”

假期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到“端

午”假期接待国内游客4880.9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22.8 亿元。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

研究院教授明庆忠在今年6月曾撰

文称，实际上跨省旅游已经出现，

可能更多的体现是一些家庭、亲朋

好友的结伴旅游。小规模、自驾、

到当地后参团游有一些恢复发

展。从最近航班较满、高铁人数增

多、景区偶有团队等可以证明。

从交通组织来看，省际交通

出行已逐步恢复正常，跨省旅游

实际上已经开始运行，只是团队

游受限。铁路方面从 3 月开始已

经陆续恢复正常运行。公路客运

方面，全国大多数低风险地区也

都恢复了省际客运班车。

上海市从3月24日起允许并

鼓励省际客运班线全线复运；北京

从4月30日起，也逐步恢复了进出

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

务。航空方面，国内航空业的恢复

速度远超过其他多数欧美国家。

5月15日，中国民航单日飞行

班次达10262班，恢复至疫情前约

60%，这也是自 2 月 1 日以来民航

单日飞行班次首次回升破万。6

月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内航

班也逐步恢复。

周卫红介绍，“五一”的时候旅

游行业的数据就有了较大幅度的

增长，虽然没有旅行社组织跨省

游，但是省内游的数据是成倍上升

的，尤其是比较大的省份。上海此

前也开展了市内游，就上海本市进

行游玩。如果个人来上海，各项指

标符合要求的话，是可以参加的。

对于市场的变化，海南某民营

景区营销总监对《中国经营报》记

者表示，现在跨省旅行的效果还不

是很明显。6 月份海南在做岛内

游，游客量也就是比原来稍微上升

了一点儿。要有明显的改善，预计

还需要一到两个月时间。要是国

内疫情能全部控制了，游客量也应

该就能恢复个百分之八十左右。

国内市场逐渐复苏

在冲击 IPO 失败两年后，恐

龙园再度重返上市赛道。

相关信息显示，恐龙园成立于

2000年7月，是一家提供景区运营

服务、文化创意和内容产品开发的

文化旅游企业，主营业务体现为主

题公园运营服务和文化创意及衍

生业务，旗下拥有常州中华欢乐园

等著名景点，天眼查显示，恐龙园

董事长为沈波，第一大股东为常州

国资委控制的龙城旅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将时间拨回到2018年5月30

日，彼时恐龙园发布证监会不予其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的

公告，“发审会会议对公司本次申

请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不足 5

票，公司本次上市申请未获核准”。

而这已不是恐龙园第一次IPO

失败了，梳理可发现，自2012年起，

市场就流出恐龙园上市之信息。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显示，

《关于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公示》发布

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恐龙园

“以《关于申请上市环境保护核查

的请示》（常新龙园〔2012〕17号）向

我厅申请上市环境保护核查”。

但对于2012年谋求上市的说

法，恐龙园曾回复新京报称，“常州

恐龙园2012年并未向证券监管部

门提交IPO申请”，尽管如此，恐龙

园的上市步伐并未停止，2015年9

月，恐龙园转而选择挂牌新三板。

但对A股情有独钟的恐龙园

显然不满足于此，2016 年 9 月 23

日，其正式向证监会递交上市申请

材料，但在不到一年后的2017年7

月宣布中止审查，首次冲击A股失

利不足半年，恐龙园再度于该年12

月11日向证监会递交申报稿。

而冲击IPO失败一事再度在

恐龙园身上上演，2018 年 3 月 27

日，证监会官网公布《第十七届发

审委 2018 年第 52 次会议审核结

果公告》，“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

公司（首发）未通过。”

蛰伏两年后，恐龙园选择于

2020 年再度向创业板发起冲击，

而梳理可发现，早在2019年，恐龙

园就开展一系列的上市准备工

作。该年9月，中信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认购恐龙园1110 万股股票，

12月，恐龙园发布公告称，其拟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颇为有

意思的是，其辅导机构也变更为

中信证券。

对于恐龙园屡败屡战谋求A

股上市，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

认为，“主题公园是一个需要持续

投入资金的行业，开发运营成本

非常高，像上海迪士尼建设投资

就达340亿元，其他很多国内乐园

也达数十亿之巨”，其认为恐龙园

多番谋求上市，意在谋求拓展融

资渠道，支撑运营和乐园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主题公

园类企业的华强方特，6 月 24 日

对外宣布称，因疫情影响导致业

绩存在不确定性，其经审慎研究，

决定终止本轮IPO申请。

周鸣岐认为，华强方特申请

终止IPO，对文旅企业上市“肯定

会造成影响”，“疫情对主题公园

影响非常大，是文旅业内受到打

击最大的细分行业之一”，这可能

促使恐龙园方面需要更多的钱来

发展，希望尽快能够上市。

屡败屡战

四年内第三次冲击IPO
恐龙园的野心与挑战
本报记者 方超 童海华 上海报道

此前多次冲击IPO折戟的恐

龙园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恐龙园”），正欲谋求

开启新的创业板上市之旅。

日前，新三板挂牌公司恐龙

园对外发布公告称，其已于 2020

年7月10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报材料，此举意味恐龙园在 IPO

失败两年后，再度冲击A股。

但有些尴尬的是，恐龙园此

后又于7月13日发布关于停牌公

告的更正公告称，由于其公司工

作人员失误导致7月10日发布的

公告存在错漏，其予以更正，如原

为“关于重大事项股票暂停转让

公告”，更正后为“关于公司股票

停牌公告”。

除了冲击IPO屡败屡战一事

外，外界更为关注的还是恐龙园

的业绩表现，而财务数据显示，

2017-2019年期间，恐龙园皆保持

两位数的营收增长增速，但增速

已呈现下行趋势。此外，其文化

创意及衍生业务营收占比也逐年

下滑。

对于上述疑问及未来发展

等，《中国经营报》记者此前致电

致函恐龙园，其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称：“采访函我们已经收到了，

我们会慎重回答，最后会给一个

回复。”但是截至发稿，记者仍未

获得相关回复信息。

除了被市场关注的屡败屡战

冲击A股一事外，恐龙园的业绩表

现也备受关注。

wind数据显示，2017~2019年，

恐龙园营收分别为4.83亿元、5.8亿

元、6.5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4.02%、

13.04%、12.63%，同期归母净利润增

速分别为121.73%、19.56%、10.48%，

由此可见，恐龙园的营收、净利润增

速皆呈现下滑之势。

在前一次IPO失败之时，发审

委会议提出询问的问题就包括，请

发行人代表说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大幅下滑的原因，wind数据显示，

2016年恐龙园营收同比下滑11.42%，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51.91%.

除了营收净利增速下滑外，恐

龙园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文化创意

及衍生业务营收占比，也呈现出下

滑的状态。

梳理恐龙园历年年报可知，园

区综合业务、文化创意及衍生业务

为其主要营收来源，园区综合收入

包括门票收入及其他运营收入，而

文化创意及衍生业务收入包括动漫

衍生品收入、管理咨询业务收入、规

划设计业务收入、模块化娱乐业务

收入及系统集成收入等六大板块。

2017年~2019年，恐龙园的园区

综合业务营收占比分别为70.66%、

68.90%、69.63%，同期文化创意及衍生

业务营收占比分别为22.49%、22.04%、

20.72%，后者营收占比逐步下滑。

但显然，恐龙园对文化创意及

衍生业务寄予厚望。早在2018年，

恐龙园就由原名“常州恐龙园股份有

限公司”，更名升格为现名——“恐龙

园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彼时恐龙园官网介绍称，在做

优做强中华恐龙园景区的同时，

“依托模块文旅等创新型 IP 产品

的研发和全国复制，推动模块文旅

成就集团发展的另一核心增长

极”，其近年来也先后成立常州恐

龙人模块文旅、上海模块龙文化等

企业，天眼查显示，后者为前者

100%控股。

但恐龙园 2018~2019 年报显

示，常州恐龙人模块文旅净利润分

别为-150.71 万元、-943.14 万元，

亏损幅度进一步扩大。

万联证券研报认为，外资主题

公园巨头近年来纷纷进入中国市

场，与国际巨头相比，我国主题公

园无论 IP、产品内容、规模体量等

方面均处于劣势，需关注由此带来

的竞争加剧风险。

增速放缓

公开信息显示，此次疫情给

国内旅游行业造成的损失巨大。

根据 2019 年的相关数据估算，今

年前三季度旅游业损失或将达到

一个惊人的数字，且这一过程中

还伴随着大量旅行社的倒闭和导

游等从业者离开行业。

部分旅游上市公司发布的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亏损

面进一步扩大，其中众信旅游预计

亏损约1.5亿~2亿元，岭南控股预

计亏损约1.2亿~1.5亿元，峨眉山

A预计亏损约1.2亿~1.4亿元。

对于企业的经营情况，上述

景区营销总监表示，预计今年的

营收相比去年最少下降70%，具他

了解海南的某个5A级景区每月平

均亏损在300万元。

该营销总监介绍，现在他们的

员工有一大半还没开始上班，管理

层也是轮流值班。整个海南各个

景区也是如此，大部分人都是在家

里，公司发一些基本生活费。

一位旅游界人士对记者表

示，人员的成本还可以控制，还可

以做其他的兼职。但是像动物

园、海洋世界这些动物的吃喝是

没办法改变的，你不能让吃肉的

动物吃草呀。

上述某拟上市旅游公司董秘

对记者表示，现在的形式也是多

变，他们也只能随机应变。上半

年整个公司亏损大概两个亿，他

们省内有的景区甚至工资都发不

出来了，大批量裁员了。

上述董秘对记者表示，在今

年这种形势下，做旅游真的是勒

紧裤腰带过日子，投资决策什么

都不做了，但挺过去就是机会。

现在陆续有好多景区，甚至5A级

景区都开始破产了。接下来将

是旅游资源整合的一个时期。

面对疫情我们也在观望，在不断

调整。

谈及对于旅行社的影响，周

卫红对记者表示，上半年的亏损

太大了，虽然开放了跨省旅游，但

是大部分旅行社之前的利润来源

都是出境游，出境游的利润可以

占到总利润的 50%。像他们这种

比较大的旅行社还好，国内游一

直占业务的很大比重，有了政策

之后可以很快打开市场。但是一

些小的旅行社，尤其是专门做出

境游的就不容乐观了。

对于当下文旅行业的境况，周

卫红表示，各级政府也都在想办法

解决企业的一些困难，有很多的纾

困政策和资金。但要脱困，最终还

得靠市场和企业的经营。

企业上半年亏损严重

尽管如此，作为“无中生有”发

展旅游产业的代表，恐龙园近年来

也谋求走出江苏，跨省扩张，但结

果似乎并不太如意。

相关信息显示，自2013年起，

恐龙园提出实施“投资+服务”创

新战略，从单一的主题公园运营

商，向“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和整体

方案解决供应商”转型，《常州日

报》报道称，“继传统景区门票和旅

游商业外，对外输出创新业务已经

成为恐龙园营收创效的重要来源

和新兴增长极。”

恐龙园官网文章也介绍称，其

目前已在上海、兰州、郑州、西安、

宜昌、恩施等地实施文化旅游项目

深度合作，而早在 2015 年就有媒

体报道称，在提出“轻资产扩张”的

两年多时间里，“恐龙园股份目前

已在10多个省市布局30多个主题

公园、度假区和商业街区项目”。

尽管恐龙园跨省涉足项目甚

多，但也有本该早已建成运营的项

目，至今了无讯息。

如 2016 年 10 月，恐龙园与宜

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以下简

称“宜昌交旅”）在湖北宜昌正式签

约，双方将共同在宜昌打造首个恐

龙主题公园，彼时新闻报道称，该

项目预计投资 30 亿元，将于 2019

年正式对外开放。

“至今三年多了，也没有任何后

续消息，到底是常州中华恐龙园公司

欺骗了宜昌市政府，还是政府欺骗了

我们老百姓。”2019年9月，有网友在

宜昌市人民政府互动平台如此发问，

此后宜昌交旅回复称，“据了解，宜昌

中华恐龙园项目暂缓实施。”

无独有偶，同样是2016年，河

南天伦旅游集团与恐龙园在江苏

常州正式签约，欲打造郑州中华恐

龙园项目。据悉该项目预计总投

资 15 亿元，位于郑州荥阳市,将于

2019年建成开放。

但在2019年7月，郑州荥阳市

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回复网

友提问时表示，其市规划中心未收

到关于荥阳市中华恐龙园等规划

手续办理的相关请示，建成开放时

间尚不确定。

“近年来主题乐园行业在走下

坡路，或者也可以说是之前超速畸

形发展的后遗症”，周鸣岐认为，特

别是此前大量地产开发企业以大

面积圈地为目的，纷纷进入主题乐

园领域后，主题公园经历了一次超

速发展，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

但“现在面对大量新建乐园纷纷巨

额亏损，大家对投资新建主题公园

的热情，是越来越消退了”。

尽管如此，恐龙园当前仍然在

谋求对外扩张，梳理可发现，其近年

来与江苏宿迁、云南昆明等多地签

订相应合作协议，如2019年9月，恐

龙园官网发文称，“恐龙园集团与宿

迁市人民政府达成战略合作”。

对于恐龙园上述项目的进展情

况等问题，记者此前致函恐龙园方

面，但是截至发稿，未获回复信息。

跨省扩张

《报告》显示，近九成客户对国内跨省游报以期待；因疫情推迟、积压的旅游计划，希望能尽快成行；暑期或将成为拐点。

自今年“五一”假期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到“端午”假期接待国内游客4880.9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122.8 亿元。

上述董秘对记者表示，在今年这种形势下，做旅游真的是勒紧裤

腰带过日子，投资决策什么都不做了，但挺过去就是机会。

7月21日，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 本报资料室/图

礻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