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市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

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旅游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

行为，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

价格秩序，促进全市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安徽省旅游景区

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黄山市实际，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黄山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对外开

放的旅游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索道、观光车、游船等垄断经营

的交通运输服务价格（以下简称相关服务价格）管理。

第三条 市、县（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景区门票及

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的主管机关，依法依规对景区门票及相

关服务价格实施管理。

第四条 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分别实行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2A 级及以下景区除外），包

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重要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珍贵

文物收藏单位（民间资本投资企业或个人收藏文物的展示单

位除外）等，其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或政府指导价管理，严格控制价格上涨。



利用非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其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

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自主确定价格水平。

第五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

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按照统一政策和景区等级实行分级

定价管理。

5A 级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由省级价格主管

部门管理。

4A 级、3A 级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实行属地

管理，由景区所在地的县（区）价格主管部门管理。

第六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或调整景区门票价格，

要坚持既有利于增加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又兼顾补偿服务

成本和资源价值的原则，保持景区门票价格在合理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

对重要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需要保护

性开放的景区门票价格，按照有利于景区资源保护和适度开

放的原则核定。

公益性的城市公园、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除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珍贵文物收藏单位外，应当按规定向社会

免费开放。暂不具备免费开放条件的，应当从低核定门票价

格。

第七条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及景

区内相关服务价格的制定或调整，应当实行成本监审，并按

照价格管理权限和政府调定价政策规定逐级申报。各县（区）



制定或调整 4A 级景区门票价格前，应报经市价格主管部门

同意后启动定价程序。价格在制定或调整后，应报市价格主

管部门备案并抄送同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第八条 制定或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

区门票价格，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及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实行价格听证，

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提高价格决策透明

度。

第九条 提高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

价格应当提前 6 个月向社会公布，同时报上一级价格主管部

门备案。不得在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期间及之前 1 个月内

上调门票价格。

第十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

价格调整幅度，50 元以下的（不含 50 元），一次提价幅度不

得超过原票价的 35%；50 元（含 50 元）至 100 元的（不含

100 元），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 30%；100 元（含

100 元）至 200 元的（不含 200 元），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

原票价的 25%；200 元以上的（含 200 元），一次提价幅度不

得超过原票价的 15%。以上提价幅度以旺季票价为准。

提高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的间隔时间不得

低于 3 年，国家、省如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

票价格，应当按照旅游、建设、林业、文物、宗教等部门规



定的等级标准，合理确定比价关系。同类景区门票价格，原

则上较低级别的景区价格应低于较高级别的景区门票价格，

确有特殊情况的，应报经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 景区门票价格原则上实行一票制。必须实行

保护性开放的景观，确需设置园中园门票的，应列入门票价

格调整方案，一并提交听证会论证其可行性。凡设置园中园

门票及联票的，要实行公示，由游客自愿选择，联票价格应

低于相应各类门票价格之和。

第十三条 相邻景区门票可合并成联票，联票价格应低

于各单项门票价格之和，并在售票处显著位置与单项门票同

时公示，游客可自愿选择购买联票或单项票。出售门票时，

不得强行要求游客购买联票、保险等。

景区内举办的临时展览原则上免费。对确有观赏价值且

投入较大、面向游客自愿选择参观的，可按价格审批权限申

报临时展览门票价格。临时展览门票价格随临时展览活动结

束而废止。面向景区内全部游客举办的临时展览，应从严控

制临时加价的频率、时间和幅度。

公益性的城市公园、纪念馆、博物馆和展览馆，面向全

部游客的临时展览加价次数年度内不得超过两次，累计加价

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

第十四条 免费开放的景区内不得设置观赏性收费景

点，如举办临时展览必须收费的，应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报批。

第十五条 季节性较强的景区可以分别制定淡、旺季门



票价格。为方便当地居民日常休闲、健身，城市及近郊的景

区可对当地居民实行月、季、年票价格优惠，月、季、年票

可根据不同的时间段给予不同的价格优惠，县（区）价格主

管部门在制定或调整门票价格时一并核定。景区不得区分中

外游客、本地外地游客设置不同的门票价格和优惠办法。

第十六条 旅游景区内索道、观光车、游船等垄断经营

的交通运输服务项目，要按照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方便

游客，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原则核定价格。

第十七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景区门票实

行以下优惠：

（一）免门票群体：6 周岁（含 6 周岁）以下或身高 1.2

米（含 1.2 米）以下的儿童；65 周岁（含 65 周岁）以上老

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人员凭有效证件免收

门票。

（二）减半收取门票群体：6 周岁（不含 6 周岁）至 18

周岁（含 18 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

学生；60 周岁（含 60 周岁）至 65 周岁（不含 65 周岁）的

老年人。

（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学见习基地、红色旅游景

点对未成年人、大中小学学生集体参观实行免费开放。

（四）内含宗教活动场所的景区，对宗教教职人员、信

教群众凭有效证件实行免票游览。

（五）暂不具备免费开放条件的城市公园和纪念馆、博



物馆、展览馆，对儿童、学生团体、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

人员、老年人、残疾人、低保户等应实行免门票开放。

（六）香港、澳门、台湾等入境游青少年凭《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学生证件

等有效身份证明，享受与内地青少年同等的优惠政策。

（七）法律法规对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十八条 鼓励景区结合各自特色扩大门票价格优惠

范围，建立对特定群体的免费开放日制度。实行政府定价管

理的景区自行开展的优惠或促销活动，应当向有审批权的价

格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景区所有价格均应在景区收费场所显著位

置进行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门票价格、景区内的游览

服务价格、优惠对象、优惠价格以及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电

话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有条件的景区，应同时将景区门

票价格在本景区的门户网站一并公示。

第二十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 3A 级

（含 3A 级）以上景区以及门票价格在 50 元（含 50 元）以

上的景区，每年 3 月底前，应当按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将上年

度游客人数及门票收支情况逐级报送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将景

区价格执行情况、价格回扣、恶意竞争行为、价格投诉处理、

价格诚信等列入旅游行业主管部门的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和



复核指标。实行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与门票价格水平惩戒联动

机制，对降低、取消质量等级的景区，按 10%—30%的幅度下

调景区门票价格。降至 3A 级以下（不含 3A 级）和取消质量

等级的景区，由经营者按照不高于实施惩戒后的价格自主确

定价格水平。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旅游价格调控监管，对重点时段可能引发价格上涨的重点旅

游地区，应当从源头上加强管理，防范于未然。积极发挥舆

论引导监督和旅游行业协会的职能作用，敦促经营者规范价

格行为，倡导价格诚信，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

第二十三条 完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作用，及时处理举报案件。在重要节假

日期间，要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认真受理群众投诉，

快速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的价格行为，由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予以处罚。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违反本细则规定的，由上级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并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五条 本市实施旅游管理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区

域内发生的价格违法行为由依法设立的旅游综合执法部门

负责查处。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由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黄山

市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原市

发改委、市物价局《黄山市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

理实施细则》（黄价字〔2017〕28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