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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营收增长明显放缓外，今年

上半年，上市旅企盈利表现也出现

分化，目前已发布半年报的8家企

业中，仅有2家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长，并有3家出现亏损。

作为今年首家披露半年报的

景区类旅企，九华旅游上半年营

收、净利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实

现归母净利润1.14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65%。

在上年高基数情况下，今年上

半年尤其是第二季度，九华旅游净

利润实现较快增长，相应情况也引

发广泛关注。

“今年4—6月份，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7%；实现归母净利润6221.80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0%。”九华

旅游董事长高政权近日在业绩会上

表示，相应情况主要是受旅游市场

快速发展、游客出游需求旺盛、九华

山交通大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

另一家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

的是长白山，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

现归母净利润0.21亿元，同比增长

71.70%。

“上半年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

数量相较去年同期增长64.3%，公

司营业收入和利润也随之增加。”

在半年报中，长白山将营收及净利

增长原因归结为游客人数较上年

增加。

另外6家企业归母净利润则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曲江文旅、西

藏旅游及张家界下滑较为明显，同

时这3家企业上半年均出现亏损。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曲江文旅实现归母净利润-1.87亿

元，同比下降 1548.29%；西藏旅游

实现归母净利润-0.03亿元，同比

下降186.66%；张家界实现归母净

利润-0.61亿元，同比下滑49.13%。

“2024 年上半年，国内旅游趋

于常态化，同时出入境游复苏趋势

明显，对国内长线游市场形成一定

的互补和替代效应。”西藏旅游在

半年报中表示，上半年是西藏地区

旅游行业淡季，随着公司数字营

销、区内外市场宣传推广效果的逐

步显现，景区整体游客接待量较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2023年下半年以

来，公司运营全面恢复常态化，

2024年上半年人工成本及相关成

本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直接影响

本期业绩达成。

张家界则将亏损原因归为大

庸古城亏损及环保客运业务营收

下滑等。

“本期大庸古城公司预计亏损

6400 万元，因 2023 年度大庸古城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期不再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亏损较

上年同期增加 1600 万元；同时环

保客运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 万元致利润减少 700 万元。”

张家界在业绩预告中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6月试

运营以来，大庸古城已连续多年对

张家界业绩形成负面影响。相关

数据显示，过去 4 年，大庸古城累

计亏损6.47亿元，占张家界累计亏

损额已近90%。

坐拥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

的曲江文旅则将亏损原因归为应

收账款问题。“根据会计政策要求，

本期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较上年同期发生变动，计提坏账准

备金额增加，导致公司 2024 年半

年度报告预计为亏损。”曲江文旅

在业绩预告中如是称。

仅两家企业净利润增长

“旺丁不旺财”上半年旅企业绩分化加剧

本报记者 庄灵辉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在去年高基数因素影响下，今

年上市旅企业绩表现有所回落。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截

至8月28日，A股10余家旅游景区

类上市公司中 8 家已发布 2024 年

半年报，另有部分企业发布当期业

绩预告。从已发布情况来看，前述

8 家企业中有 6 家营收实现增长，

但营收增速较上年同期均有明显

下滑；同时仅有2家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并有3家企业出现亏损。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经历去年

积压需求快速释放后，国内旅游市

场渐趋常态化。当前旅游人次虽

仍持续增长，但对单个景区或企业

来讲，要提升业绩将更依赖其长期

运营及营销等能力，因此预计后续

各企业间盈利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出游人均消费小幅增长

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市场复

苏态势持续，旅游人次与消费均有

所增长。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根据

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今年

上半年，国内出游总人次27.25亿，

同比增长14.3%；国内游客出游总

花 费 2.7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0%。其中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次

14.19 亿，同比增长 16.7%；二季度

为13.06亿，同比增长11.8%。

分城乡看，今年上半年，城镇

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20.87 亿，同比

增长12.3%；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

次 6.38 亿，同比增长 21.5%。城镇

居民出游花费2.31万亿元，同比增

长 16.8%；农村居民出游花费 0.42

万亿元，同比增长32.6%。

对比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

出游人均客单价均有小幅提升。

其中，整体人均消费由963元增至

1002 元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由

1063 元提升至 1107 元，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则由610元增至658元。

与全国情况类似，今年上半

年，各地及多个景区接待游客人次

及旅游消费也持续增长。但反映

到景区类上市旅企业绩上，却未出

现较明显带动。

如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上半

年，张家界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064.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9.28%；

实现旅游总收入288.79亿元，同比

增长14.29%。

但作为当地唯一的上市旅企，张

家界（000430.SZ）上半年的营业收入

却出现下滑。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该公司实现营收1.74亿元，同比下

降2.87%。去年同期，该公司实现营

收1.79亿元，同比增长573.55%。

同时，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多家

成员公司的购票人数同比均出现下

降。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

界共7家主要成员公司中，仅十里

画廊观光电车购票人数实现同比增

长，增幅1.73%。购票人数下降的主

要成员公司中，大庸古城降幅最大，

同比下降 81.89%，从去年同期的

1.27万人降至0.23万人。

丽江股份（002033.SZ）也面临

同样的情况。该公司主营旅游索

道、文艺演出及酒店等业务，今年

上半年，该公司3条索道共计接待

游 客 323.6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65%；文艺演出共接待游客86.18

万人次，同比增长7.85%。但同期，

该公司实现营收3.85亿元，同比下

降1.93%。

此外，今年上半年营收实现增

长的旅企增幅也出现明显下滑。

今年上半年，长白山（603099.

SH）实现营收2.54亿元，同比增长

51.73%，去年同期增幅为507.78%；

峨 眉 山 A（000888.SZ）实 现 营 收

5.08亿元，同比增长3.34%，去年同

期 增 幅 为 112.22% ；西 域 旅 游

（300859.SZ）实现营收 1.04 亿元，

同比增长9.14%，去年同期增幅为

261.75%；九华旅游（603199.SH）实

现营收3.95亿元，同比增长3.92%，

去年同期增幅为 218.43%；西藏旅

游（600749.SH）实现营收 0.92 亿

元，同比微增1.15%，去年同期则增

长112.41%；曲江文旅（600706.SH）

实 现 营 收 7.7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90%，去年同期增幅为53.28%。

“由于积压的消费需求得以释

放，2023年尤其是上半年出行人数

及消费增长明显，导致当年旅游市

场基数比较高。”景鉴智库创始人

周鸣岐表示，从监测数据情况来

看，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市场整体

较去年有所下行，叠加整体消费环

境因素影响，导致不少旅游企业营

收增长乏力。

本报记者 陈雪波 卢志坤 成都报道

“5 折 优 惠 ”“ 最 高 优 惠

80！”……近日，峨眉山景区微信公

众号上接连发布《只有峨眉山》公

演5周年门票优惠信息，游客可以

凭明星演唱会门票或者峨眉山景

区门票购买演出的优惠门票。

很多游客不知道的是，《只有

峨眉山》开演5年来，尚未实现盈

利。峨眉山A（000888.SZ）发布的

2024 年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8 亿元，同

比增长3.34%；实现净利润1.33亿

元，同比下降8.93%。其中，《只有

峨眉山》延续了多年的亏损，在总

共投入超过8亿元之后，今年上半

年只实现营收 588.97 万元，净亏

损2720.54万元。

峨眉山 A 在回复《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峨眉

山》开始运营后不久遇到疫情，到

目前还在恢复阶段，公司也在采

取相应措施。

对峨眉山A来说，《只有峨眉

山》并 不 算 一 个 新 项 目 ，早 在

2019 年 9 月，这部大型实景演出

就已经正式公演。在演出当年

的 4 个 月 里 ，该 项 目 就 亏 损

1195.91万元。

根据该公司介绍，《只有峨

眉山》是艺术家王潮歌策划、创

作、执导的“只有”系列的开山

之作，是中国南方首个行进体验

式情景剧，以云海为创意元素，

打造了“云之上”“云之中”“云

之下”三个演出剧场，助力丰富

峨眉旅游的文化内涵，是建设

“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文旅

融合之作。记者了解到，观众需

要 在 走 路 中 欣 赏《只 有 峨 眉

山》。剧场项目占地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117 亩），总建面 3.05

万平方米。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些

网友对《只有峨眉山》给出了肯

定的评价：“强烈安利，非常震

撼！”但也有网友表达了看完演

出后的失望：“看着索然无味，有

点无聊。”

从开演到现在已经接近 5 年

时间，《只有峨眉山》在2020年—

2023年的净利润分别为-6057.84

万元、-7461.77 万元、-538.58 万

元、-2.28 亿元，接连亏损。今年

上半年，该项目依然亏损2720.54

万元。值得注意的是，仅在今年

上半年，这个演出的政府补贴就

有 796 万元，补贴用途是演艺剧

场的建设。

运营多年来，《只有峨眉山》

的资金压力一直较大。峨眉山

云上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上旅投”）的主营业务为

《只有峨眉山》演艺。2019 年，

“峨眉山旅游文化中心建设项

目”变更为云上旅投《只有峨眉

山》实景演艺建设项目，投入募

集资金 1.21 亿元。此外，云上旅

投为建设《只有峨眉山》演艺剧

场还向工商银行峨眉山支行贷

款 5.6 亿元，实际提款 5.36 亿元，

到今年上半年，云上旅投仍背负

有贷款4.94亿元。据上游新闻的

报道，在2019 年该演出项目的投

资额就已经达到8.19亿元。

不过，连续亏损之下，峨眉山

A表示依然会保持对这个演出的

投入。该公司称，将继续加强剧

目宣传推广，深入全渠道营销拓

展，在做好线下营销的同时，进

一步加大线上营销推广，扩大品

牌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新时代文化旅游

研究院院长吴若山分析指出，在

当今的文旅市场中，大型景区演

出层出不穷，观众有着丰富的选

择，因此对剧目的评价肯定会出

现多样化的声音。其中主要涉

及三方面：一是剧目的品质，包

括剧本编写、导演指导、演员表

演、舞美灯光多个方面综合效

果；二是观众对文化类演出的接

受程度因人而异；三是同类演出

项目的市场竞争。

吴若山表示，要打造品质与

口碑绝佳的演艺作品，需要在项

目定位、阐释当地文化及内涵、

演出品质、营销手段、产品创新

等关键方面下功夫。演出制作

方要做好市场调研，了解目标观

众的需求和喜好，为演艺项目

定位、内容和风格等提供市场

数据支持。也要通过深入挖掘

和呈现当地文化、讲述文化故

事、营造文化体验等，使剧目更

加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从而吸引更多观众。此外，演

出内容也应该保持更新，避免观

众产生审美疲劳，还可以根据市

场反馈不断调整和优化剧目，确

保其始终与观众的需求和审美

趋势保持同步。

《只有峨眉山》难止亏

峨眉山A上半年净利润下滑
投资超8亿元演出项目已连亏5年

为何《只有峨眉山》在近 5 年

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亏损状态？峨

眉山A在回复记者采访时表示，演

出面世后不久就遇到了疫情，到目

前还没有恢复过来，公司也在采取

一些措施推动项目运营，希望能为

这个演出造血、输血。

在 2024 年半年报中，该公司

将《只有峨眉山》项目亏损的原

因归结于消费降级：受消费降级

大环境影响，剧目转化率不高，

上座率和票房不及预期，品牌影

响力、剧目知名度美誉度有待进

一步提升。

关于市场环境，该公司解释

称：“从宏观环境看，受国内国际

经济形势影响，在经历经济正常

化运行后的‘报复性’消费后，游

客消费观念更加理性，消费降级、

消费分层、消费分流等现象为公

司未来经营带来不确定因素，稳定

增势压力大。”

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并

非所有景区演出都在亏损。与峨

眉山同处西南地区的丽江有大型

演出项目《印象丽江》。今年上半

年，《印象丽江》共接待游客 86.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7.85%；实现营收

7492.10万元，净利润3381.71万元。

上市公司三湘印象（000863.

SZ）旗下运营有《又见平遥》《印象

大红袍》《最忆是杭州》等多地的多

个系列演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

旗下运营《又见平遥》的平遥县印

象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净

利润3064.62万元；运营《印象大红

袍》的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实

现净利润1260.19万元。

实际上，今年上半年旅游及演

出市场均有亮眼之处。根据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2024年上半年，国

内旅游总人次 27.25 亿，同比增长

14.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2.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0%。根据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

台数据监测和调研测算，2024年上

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

场所演出）场次25.17万场，同比增

长 30.19%；票房收入 190.16 亿元，

同 比 增 长 13.24% ；观 众 人 数

7910.13万人次，同比增长27.10%。

总体来看，在旅游演艺市场，

国内众多景区的旅游演艺保持了

较高的人气，甚至成为当地旅游吸

引物之一。吴若山告诉记者，综合

众多旅游演艺市场表现来看，演出

呈现主题多元、内涵丰富、时代性

强、科技赋能、体验互动强等发展

趋势。

“对观众而言，他们更倾向于

选择那些既能展现历史文化深度，

又能呈现自然风光之美，同时融入

创新科技元素的演出。这样的演

出能够全方位满足他们的审美需

求，提供难忘的观赏体验。”吴若山

总结表示。

同类型演出项目多盈利

国内旅游市场趋于常态化，

旅企营收及盈利也渐趋稳定。

在此情况下，不少景区类企业纷

纷将视线移向餐饮、酒店、农特

产品销售等业态，尝试挖掘新的

业绩增长点。

今年年初，九华旅游对外投

资设立了安徽九愿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近日在接受机构调研

时，九华旅游对该项投资背景及

进展进行了说明。

“为深度挖掘池州地域特

色美食，探索新业态、新产品，

创建九华健康素食主题餐饮品

牌，公司已投资设立‘安徽九愿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并在合肥

中安创谷设立自营餐饮店，建设

内容包括餐饮包厢、开放式包

厢、餐饮大厅、综合接待区、农特

产展销区和厨房等。”九华旅游

方面表示，相应项目总投资预

算约 1103 万元，目前正在有序

施工中，计划于 2024 年 10 月份

完工运营。

此外，长白山近日也表示，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共同出资

4000 万元成立公司，主要业务

为餐饮项目投资及运营管理

等；新成立公司的主要任务是

培育开拓区域餐饮市场，丰富

健全公司旅游产业链条和产品

服务体系。

“景区类旅企开辟新赛道可

能与当前营收增长普遍较乏力

有关。”周鸣岐认为，相应企业加

码新业务更应关注业务利润及

自身运营能力等，如在景区内新

建或扩建酒店可能对企业业绩

有正向影响，但若谋求对外甚至

全国化布局，则未必有足够的管

理及竞争经验。

挖掘新增长点

云上旅投为建设《只有峨眉山》演艺剧场还向工商银行峨眉山支行贷款5.6亿元，实际提款5.36亿

元，到今年上半年，云上旅投仍背负有贷款4.94亿元。据上游新闻的报道，在2019年该演出项目的

投资额就已经达到8.19亿元。

今年上半年，三湘印象公司旗下运营《又见平遥》的平遥县印象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3064.62万元；运营《印象大红袍》的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1260.19万元。

近两年，峨眉山A整体盈利，但公司推出的演艺项目《只有峨眉山》依旧处于亏损状态。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