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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梦享号”的供不
应求并非个例。实际上，自
暑期以来，“新东方快车”“呼
伦贝尔号”“林都号”等高
端火车旅游项目票务一直处
于紧张状态。这些火车票价
均超过 2万元 /人，以载客
量少、提供高端旅游服务体
验为共同点。
　　近几年，此类配置可媲
美星级酒店的高端火车游在
国内悄然兴起，成为部分人
群出行的新选择。

“铁轨上跑的邮轮”

　　近年来，市场上高端旅
游专列或特色旅游专列的产
品供给越来越多，但对于高
端火车旅行体验的评价一直
以来感受不一。
　　网友光光曾体验过某品
牌推出的高端旅游火车项目，
每人 2万多元，但她认为，
高昂的团费并未带来预期中
的高品质服务体验。她表示，
在列车上用餐和洗浴都显得
相当匆忙，而且行程需要频
繁在火车和大巴之间转换，
这使得原本期待的星级享受
变成了一场紧张的“特种兵”
式游览。
　　据她描述，该专列由绿
皮火车改造而成，因此列车
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难
以避免。当她睡在上铺时，
能够清晰地听到隔壁包间传
来的打呼声。此外，旅行过
程中除了乘坐火车，大多数
景点还需要乘客换乘大巴前
往，由于目的地地域辽阔，
单次乘坐大巴五六个小时的
情况并不罕见。乘客通常会
在下车游览 1至 3天后再返
回专列，因此需频繁地在下
火车、换乘大巴、进站候车
以及再上专列之间折腾。
　　光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目前她并没有计划体验其他
的高端旅游列车。
　　当然，并非每位乘客体
验都相同。上船吧 CEO 刘建
斌搭乘过国内大部分的高端

旅游列车，在接受中国新闻
周刊采访时，他刚坐上“星
光·澜湄号”旅游列车首发车，
从昆明出发前往老挝。
　　在刘建斌看来，高端火
车就像“铁轨上跑的邮轮”，
虽然空间上不如邮轮宽敞，
但能够抵达陆地上某些较为
独特的目的地。“有一次列
车行驶在草原上，我们在窗
边一边喝着香槟一边吃着晚
餐，看着落日缓缓沉入草原，
夕阳的余晖斜洒，那一刻的
感受，尤为令人难忘。”他说。
　　刘建斌说，在一些地域
辽阔的目的地，无论是自驾
还是包车旅行，都难免带来
旅途中的疲劳与不便。相比
之下，火车旅行提供了一种
相对轻松的选择：游客可在
白天尽情探索，夜晚回到火
车上用餐、休憩，火车成为
一座可移动的酒店。
　　“在国内，这依然是比
较新的旅游方式，属于比较
稀缺的旅游资源，有部分票
价其实是为这稀缺性买单。”
刘建斌说。
　　上海星景旅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景旅游”）是“丝
路梦享号”“呼伦贝尔号”
旅游列车运营方，星景旅游
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
表示，出行前他们会为每组
乘客建立“度假大使微信群”，
进行行前沟通，了解乘客有
无饮食禁忌。旅行过程中，
列车上有专业的管家团队 24
小时提供专业服务，如果客
人在旅途中恰逢生日、结婚
纪念日等，他们也会安排专
门的庆祝仪式。

谁在买单？

　　那么，高昂的火车票价
背后，究竟是谁在买单？
　　星景旅游相关负责人告
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针
对“呼伦贝尔号”做过客源
统计，他说，“呼伦贝尔号”
运营 2 年以来，来自上海、
北京和深圳的游客分别位居

前 3 位，广州、杭州、成都
和南京紧随其后。所有游客
中，31 ～ 45 岁的中青年人
为主力客群，65 岁以上老年
人次之。此外，女性乘客数
量大于男性。港澳台地区乘
客中香港地区乘客最多；外
籍乘客中来自马来西亚等东
南亚国家的乘客最多。
　　该负责人还补充道，今
年 7月才刚开始运营的“丝
路梦享号”，由于正值暑期，
亲子游和家庭游为主要客群。
　　浙江华运文旅集团是“新
东方快车”“林都号”旅游
专列的代理商之一，集团董
事长助理罗妍在接受中国新
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由于高
端旅游列车配套的旅游产品
行程通常较长，因此对乘客
的假期和经济能力有一定要
求。
　　“当前旅游专列的乘客
群体主要是中老年人，这是
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运营
方特意选择。我们也希望吸
引更多年轻乘客，但从目前
的数据来看占比还是比较
少。”她说。
　　此外，中国新闻周刊发
现，无论是“丝路梦享号”“呼
伦贝尔号”，还是“林都号”“新
东方快车”，都没有围绕
“十一”小长假做特别的策
划或调整。罗妍表示，他们
的客户群体通常不受上班时
间限制，而旅游专列的行程
安排是依据火车的班期来确
定的，每一趟列车都会按照
既定的时间表出发和到达。
　　劲旅网创始人魏长仁对
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市
场上大部分高端火车产品大
都由各地铁路局推出，并与
相关文旅机构合作运营。
　　他指出，在旅游专列的
实际运营中，地方铁路局通
常肩负起列车的安全运行、
车辆改造投资与调度重任，
文旅机构则侧重于提供产品
分销和优质旅游服务供给，
他认为这种合作模式能够充
分发挥双方的专业优势。

　　比如，“呼伦贝尔号”由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呼伦
贝尔市共同运营；“丝路梦享号”
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与星
景旅游合作推出；“新东方快车”
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
司打造，浙江华运文旅集团为代理
运营商之一。

能否盈利？

　　铁路局与文旅集团之间的合作
程度各有深浅。以“新东方快车”
为例，乌鲁木齐铁路局采取对外招
标的方式，允许多家文旅集团参与
竞标。各家公司竞标成功后，将获
得特定班期的运营权。当然，这也
意味着“新东方快车”全年的运营
班次可能会由多个不同的运营方分
段或交替承担。
　　罗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新
东方快车”的全年班次中，华运文
旅集团大约占据了70%的运营份额。
　　不过，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多家运营方的存在意味
着彼此间很难提供完全一致的服务
标准。假若有运营方没有计划长期
运营，而过于关注短期利益，可能
会选择低价酒店或降低服务标准以
削减成本、增加利润。这种行为不
仅损害了游客的切身利益，也会给
整个旅游专列带来负面影响。
　　对于乘客而言，由于无法确保
购买到的是哪家公司的运营班次，
因此体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
也导致了市面上对“新东方快车”
产品的评价存在褒贬不一的情况。
　　与此同时，此类高端旅游列车
能否盈利也成了当下大众关注的焦
点之一。据了解，这类列车的盈利
情况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上
座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
　　星景旅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呼伦贝尔号”旅游列
车在哈尔滨和海拉尔之间往返运营
两年来，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80%。
而“丝路梦享号”旅游列车自今
年 7月 6日正式开行以来，在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平均上座率也达到了
75%，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列
车”。
　　罗妍也表示，“东方快车号”
和“林都号”都已实现了盈利。“‘东
方快车号’第一年肯定是亏的，由
于刚进入市场，需要投入一定的营
销推广费用，但也很快实现了盈利。”
　　她指出，针对这类高端旅游列
车，座位空置对任何运营方而言都
是相当大的压力。“我们与铁路局
的合作是基于整列火车的包租形式
进行的，这意味着，无论这些座位
最终是否能够售出，我们都必须按
照约定向铁路局支付全额票款。”
　　而对于铁路局来说，盈利问题
更是一笔需要长远考虑的经济账。
　　高端旅游列车在改造过程中需
要投入巨额资金。以“新东方快车”
为例，其车体改造持续一年，耗资
4800 万元，软装花费 200 万元，总
体改造成本超过 5000 万元。高昂的
改造成本使得列车在运营初期就背
负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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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起价，一票难求，高端火车谁在买
单？

”　　为期5天 4晚
的旅程，坐着火车
从西宁出发，经塔
尔寺、青海湖、察
尔汗盐湖，最终抵
达敦煌。列车上的
所有客房均配备了
独立卫浴，并提供
米其林级别餐饮服
务。此外，该列车
服务团队包含了
专业的列车管家团
队、5位度假大使
以及 2位旅拍摄影
师。
　　这是“丝路梦
享号”旅游列车的
官方介绍，相应地，
其票价也颇为昂
贵，从 24999 元至
109999 元不等。尽
管如此，中国新闻
周刊发现，在售票
小程序上，这趟行
程十月份售卖档期
均显示已售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