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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入口与主景点距离过远，让
游客不得不乘坐摆渡车

有游客反映，一些景区有意将停车点与景
区大门拉开很长距离，或者将大门入口与核
心景点拉开一段距离，使乘坐摆渡车成为游
客的“必选项”。

去年11月，姚女士一家自驾前往山西大
同市浑源县悬空寺景区游玩。在距离景区大
门5公里处就有工作人员拦截，表示前面停车
场已满，需要乘坐摆渡车前往景区。在随后
的2个卡口处，也有工作人员拦车并给出相同
说法。“我们坚持开过去，一直开到离景区大
门最近的停车场，发现那里有近百个空余停
车位。此前拦截车辆就是为了让我们乘坐20
元一位的摆渡车。”

姚女士说，即便是停在距离景区大门最近
的停车场，又走了大概 15 分钟才到景区大

门。记者发现，一些景区大门距离核心景区
动辄几公里的路程，为了有足够的体力游玩
核心景点，大多数游客只能花钱乘坐摆渡车。

江西南昌的高先生则质疑:“出于环保考
虑，可以禁止社会车辆进入景区。但有必要把
景区门口和核心景区的距离设置得这么远吗？”

那么，景区下车点至景区大门的距离，或者
景区大门至核心景点的距离多长较为合理？

“在大部分的平地景区，用地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如果停车场设置得过远，迫使绝大多
数游客必须乘坐摆渡车，增加了游客的交通
成本和时间成本，那就是不合理的。”中山大
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罗浩说。

但是，这段“距离”也并非越短越好，需要
综合考虑景区地形。“如果距离过近，可能占
用核心区域土地，不利于客流疏导和生态保
护。还有一些山地景区，为了保护环境和游
客安全，禁止自驾车上山。同时，因为高山景
区平地少，停车场等设施需要设置在山下，这
种情况下，提供摆渡车服务是适当的。”罗浩
说，景区应根据规模、游客流量和土地价格等
因素合理规划这段距离。

专家表示，摆渡车的点位设置，应当以提
升游客的游览体验为前提。“不同人群的需求
不尽相同。有的摆渡车设在大门口与核心景
区之间，有的设置在景点之间，还有的是巡回
摆渡车，游客招手即停。景区应让游客有选
择的权利，不可强制消费，也应考虑游客的切
实需要。”罗浩说。

收费偏高、捆绑销售、管理不当
……一些景区摆渡车体验感不佳

“摆渡车的乘车费甚至比门票还贵”“景区

门票绑定摆渡车车票销售，想不坐都不
行”……一些景区以创收为目的设置摆渡车，
引起游客不满。

去年，李女士到陕西西安市翠华山景区游
玩。“进入景区后乘坐摆渡车每人20元，大人
小孩同样价位，且不是通票，如果在某个景点
下车，再上车需要再买票。我们一家三口买
景区门票168元，乘坐摆渡车花了180元。”李
女士说。

专家表示，如果景区过度依赖摆渡车创
收，忽略游客体验，会有损景区吸引力。

还有一些景区为了提高收入，将门票和摆
渡车票捆绑销售。有网友反映，到河南辉县
市万仙山景区游玩，门票价格62元，乘坐摆渡
车的交通费45元，必须一起购买。

“景区门票与摆渡车票捆绑销售的做法，
其实就是让摆渡车成为门票延伸的刚性消
费。这种做法限制了游客的消费自主权。”复
旦大学旅游学系副教授郭旸说。

一些景区摆渡车还存在管理不当的问题。
有网友反映，湖北襄阳市古隆中景区摆渡车乘
车处无工作人员管理乘车秩序，“摆渡车开过
来，原本排队的游客一拥而上，差点造成踩踏，
而且摆渡车严重超载，安全隐患很大”。

提升服务水平，让摆渡车给游客
带来更多便利

专家表示，对于摆渡车的设置，应综合考
虑景区的规模、游客流量、土地价格等因素。

对于大型景区，虽然可以通过合理的交通
规划和摆渡车服务，将停车场设置在距离核
心景点适当远的位置，以降低土地成本，并通
过摆渡车收费来弥补部分运营成本。但在路

程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游客的心理和体力因
素，合理设置景观和服务设施，有效解决游客
的交通问题。

“说到底，游客对于景区摆渡车的意见还
是主要集中在价格上。无论距离远近，只要
摆渡车车票的定价合理，游客是愿意花钱乘
坐的，毕竟能够省时省力。”郭旸说。

专家表示，一些景区制定摆渡车价格时，
利用独占性追求更高的利润。

实际上，有关部门已经对此作出了规定：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景区内交
通工具（包括观光车、摆渡车、索道、缆车、游
船等）、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交通工具，
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
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

同时，《通知》还明确规定，各地要按照补
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的原则，从严核定配套
停车场到景区大门交通服务价格，有效遏制
景区不合理外移游客接待中心、配套停车场，
增加游客配套交通费用负担等行为。

一些地方也出台了相关措施。比如，去年
6月，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加强景
区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偏
离成本、价格过高、群众反映较大的景区交通
工具票价要予以重新核定，降低价格，不得通
过景区交通工具谋取过高利润。

专家表示，并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景区免
费提供摆渡车服务，需要根据景区的实际运营
情况而定。可以推动实施价格听证制度，让景
区、游客代表、专家等各方参与，确保收费标准
的制定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和社会公平。

据《人民日报》

在无锡的宋乐从 2019 年开始就在车内放置
AED设备。AED设备从最开始的3公斤重、价格
超3万元，到现在重量只有700克左右、价格大约1
万元。他们组织的“口袋急救侠”团队也有了40多
名成员，都在车内配有AED。

宋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AED的电极片是一次
性用品，替换费用在几百到1000元，车窗如果被砸坏
替换成本一般也在1000元左右。他们正在以公益组
织的名义与当地政府和红会协商，如果因为救人出现
车窗破损，希望费用由政府部门承担，并且给予救助
的车主见义勇为荣誉，红会免费给车主更换AED电

极片。宋乐认为，无论是使用者赔付还是政府部门公
益组织买单，登上热搜的涉事车主都应该收下相应补
偿，这是他应得的，也能让其他车主免除后顾之忧。

北京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林虎才认为，他人在
无法联系到车主的情况下砸车窗取设备救人并短
信告知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砸碎车窗造成的损失
及其他合理损失应当由紧急避险人给予车主补偿。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本次事件中
砸车人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要给车主适当补
偿。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
担责任，砸车人主动弥补车主损失是比较合理的。

▲宋乐车上的AED标识 ▶涉事车主后窗贴有AED标识

一些景区摆渡车存在票价偏高、捆绑销售等问题——

景区摆渡车，便利还是谋利？

男子砸陌生人车窗取AED救父引热议
专家：AED降价购置门槛降低，难在信息共享

近日，男子砸陌生人车窗取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救父亲的消息引发
关注。车主发帖称自己车窗被砸，
AED被拿走救人，并表示不会追究对
方责任。律师认为，砸破车窗取用
AED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无需承担
侵权责任，但应该补偿车主损失。

有车内放置 AED的车主告诉记
者，目前AED每台价格降至万元，并
且很多新能源汽车支持远程开锁，在
私家车内放置AED的门槛已经下降。

应急救援专家提到，目前车载
AED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信息共享难
题。有专家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在
公交、出租车、警车等社会车辆上配置
AED效果更为明显，车企也可以将其
作为随车标配物品搭配在车内。

车窗被砸AED被拿走救人
车主称不追究对方责任

2月8日，据多家媒体报道，有车主
发帖称自己车窗被砸，车内AED被拿
走，但车内急救包中的现金以及贵重物
品等都完好无损。车主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称，对方砸窗取AED是为了救助
突发心梗的父亲，当时自己手机静音未
接到电话。事发后已经与对方联系，自
己修理车窗和更换电极片的费用大约
1000元，不会追究对方责任。

媒体报道中贴出的车上标识显
示，车内配有AED，可远程打开车门，
紧急情况可破窗使用，并配有联系电
话。

2月 9日，记者拨打该电话，对
方没有接听。该车主在其社交媒体
账号的主页和评论区提到，事情已
和解解决，当事人不希望继续讨论，

“尊重当事人，望理解”。

信息共享是难题
专家建议
政府、协会等牵头推广

在王英颉看来，除了闲置率
高、对费用的考量等问题，信息
共享是车载AED推广目前遇到
的比较大的难题。目前许多城
市都有查询公共场合AED位置
的软件或小程序，但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平台能查询移动端的
AED位置。并且配置AED的车
主有的由汽车品牌组织、有的属
于救援组织，也有个人志愿者，
如何实现这些人的信息共享是
个难题。

车主宋乐认可这一困境。在
他看来，技术上可联系高德、百度
等地图来实现位置共享，但这就
意味着自己的行程会被所有人看
到，车主的隐私难以得到保障。
目前他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把“内
有AED”的标识尽量做大，方便
有需要的人看到。

从事十余年急救培训、曾在
高铁上用随身AED抢救乘客的
资深急救科普人张元春告诉记
者，他认为推广移动AED，政府
部门发力效果更为明显。“公交
车、出租车、警车等一直在路上行
驶，政府部门牵头在他们车上配
置AED效果更好。”张元春还建
议，推动车企特别是新能源企业
建立行业标准，将AED作为标配
放置在车内。

张元春还表示，目前高铁、飞
机上尚未配置AED设备，应该推
进普及。

据红星新闻

春节假期，谢先生到广东梅州市粤
东大峡谷景区游玩，刚到门口，摆渡车先
影响了好心情。“停车场距离景区大门太
远，大概要走2公里路程，坐摆渡车则要
20元一位，感觉不值得。”谢先生决定走
过去，“这段路很窄，摆渡车与行人混行，
车速很快……景区怎么能这么设置摆渡
车？”

乘坐摆渡车，从景区门口到主景点
游览，或者从一个景点快捷地前往另一
个景点，是游客节省时间和体力的选
择。然而，不少游客遇到过景区摆渡车
收费高、服务差、强制消费等问题。

近年来，自动体外除颤器普及度明显提高，许多
车站、商场、公园等都有配置。2024年7月中国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绍，当时全国红十字系
统在公共场所布设的AED已超过6.5万台。近5年
来，全国红十字系统共开展取证培训1526万余人。

但在车辆内配置AED，对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
生。实际上，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在警车、出租车、
公交车等移动端配置AED设备。2018年，深圳市卫
计委就向深圳交警铁骑投放了38台AED，可穿过堵
点“移动”救人。2023年，据深圳媒体报道，深圳巴士
集团首批500辆出租车上安装AED。而早在2021
年，深圳已开始在大巴上配备AED。无锡、杭州、成

都也都在近两年上线移动AED出租车；北京、广州等
城市则在公交车上配置AED设备。

应急救援专家王英颉告诉记者，近年来，得益
于AED设备降价，救援队员、医疗工作者、热心公
益人士等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私家车上配置了
AED。普通人在接受AED培训后，就可以自行购
买AED设备放置在车内。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
现，很多AED设备的售价在1万元以下。

王英颉提到，配置AED的车主会在车上张贴
“内有AED、应急可破窗”的标识，但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车辆具备了远程开锁功能，很多情况不再需要
砸破车窗使用。

多地推广公交出租车配置AED

使用车载AED成本有多高？

事件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