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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最多客流上百，今年“五一”只订出五六桌

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被迫
离去，一些新玩家正在陆续进场。
天眼查App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中国共有近13万家露营相关企
业，近十年来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呈
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22年新
增企业3.3万余家，2023年初至今
新增1.2万余家。此外，2022年共
有约3980家露营企业注销，2023
年至今约1080家企业注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
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
云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她并不认
为露营产业会因旅游业的回升而

“熄火”。
“过去几年，露营经济快速发

展，在增长的过程中也是‘泥沙俱
下’，一些不专业、条件并不完善的
商家也在入场。现在，随着消费者
出行的选择更加广泛，露营经济也
迎来了稳步发展的进程，一些原先
趁着热流涌进来的商家便面临被
淘汰的风险。这些商家大多在产
品打造上缺少优势，甚至可能就是
来赚快钱的。”吴丽云说。

孙建东认为，露营市场格局

还未确定下来。相对欧美国家来
说，中国的露营渗透率还很低。

“各地政府部门、平台都在快速推
进露营地布局。随着人均GDP不
断增长，露营将会进入一个快速
发展阶段，市场仍需要大量供给，
仍会有新增量进入。”

“虽然旅游市场回温，但对消
费者来说，露营的时间和金钱成
本还是比旅游低很多，加之中国
露营市场目前渗透率较低，我认
为露营还远没有到‘凉凉’的地
步。”李洋君表示，经历了过去几
年的飞速发展，露营产业目前正
在趋于平稳发展。

关于露营市场的变化，李洋
君分析称，未来露营地可能会更
多地从远郊向城市靠近。“城市居
民工作压力较大，时间成本对他
们来说非常关键，近郊或市内开
设的露营地在位置上更占优势，
用户的消费频率也会提高。此
外，消费者在专业度上也会愈发
成熟，从露营用品到玩法上都在
进行升级，那么商家也要及时适
应市场的变化。” （中新经纬）

哪里都是人，除了露营地？
““露营经济熬过了冬天露营经济熬过了冬天，，但死在了开春但死在了开春。。””有网友如此评价现在的露营有网友如此评价现在的露营

行业行业。。伴随着旅游市场的回暖伴随着旅游市场的回暖，，更多人选择在小长假跨省或出境游玩更多人选择在小长假跨省或出境游玩，，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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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下去吗坚持下去吗？？””

“不要来讲价！已经亏得不像样
了。”“能回多少回多少，买到就是赚
到！”“店铺经营困难，加上房租租金
贵，现在准备低价出了，还有十几套全
新未拆封的露营天幕。”

记者注意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不少卖家声称自己因实体店或工厂倒
闭而清仓甩卖帐篷等露营装备。有一
位卖家急出几十套全新未拆封的露营
天幕，原价 198 元，现在 65 元包邮。
记者和其交流后得知，他之前一时兴
起创业做露营，现在做不下去了，故
出售物料换点“饭钱”。一位从事露
营创业咨询的人士亦提到，一些去年
入场做露营的人正在甩卖装备，不打
算做了。

Wild play garden 露营地在上
海近郊，能容纳的规模在80人左右。
营地主毛毛告诉记者，在跟客人交流
以及翻看点评软件时注意到，很多露
营地都已打上“暂停营业”的标注。就
自己的营地而言，2022年年末时，营地
客流在工作日能有20～30人，周末会
达到 100 人，但现在基本打了对折。
虽然“五一”即将到来，但预订量仅5～
6桌，连50个人都不到。

虽然“生意状态不是很好”，但相
对于那些已经倒闭的中小营地，毛毛
仍算幸运者。在她看来，越来越多的
露营“小白”开始自己购买装备，更偏
爱去公园，而非花钱去露营基地。而
跟风做露营的人太多，“铺了点草，搭
个帐篷就开始做，但大同小异，没有创

新，客人自然就流失了。”
得益于此前精致露营的走红，露

营龙头企业在2022年迎来了爆发式
增长。年报显示，牧高笛2022年实现
营收 14.36 亿元，归母净利润 1.38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55.52%和 77.83%。
其中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自主品牌业务
营收同比增幅高达130.50%。谈及原
因，牧高笛称受益于国内户外露营爆
发式增长，叠加该公司在产品力、品牌
力、渠道力上持续发力。

不过，牧高笛2023年第一季度业
绩出现明显放缓，营收同比增幅降至
4.68%，净利润则下降21.47%，其中自
主品牌业务营收增速为65.83%。

曾经大热的露营经济，是否迎来
了一个急转弯？日光域集团董事长、
露营天下创始人孙建东在接受中新经
纬采访时提到，确实看到身边一些运
营的露营地倒闭了，在最近的招聘中，
也面试了很多因自营的营地倒闭来找
工作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营地都面
临客流收缩。据他介绍，在距离“五
一”假期还有15天时，其旗下的北京密
云日光山谷露营地预订量已经超过了
90%。

“部分露营地倒闭，其实是一种很
自然的现象。”孙建东认为，露营市场
在去年进入快速爆发期，很多人跑步
入场。但做营地很“卷”，大家都在不
断创新做内容，那些资金量不足的参
与者很难做到快速更新，就很容易得
不到用户认可。

“如果奔着赚钱去做露营，盈利并
不容易，10家露营地里可能5家都要
倒闭。”毛毛表示，露营的旺季非常短，
只有五月、六月、九月和十月，而且运
营状态还会依据天气变化随时调整。

“即使旺季客人多，看着很赚钱，但成
本非常高，包括绿化环境、设备维修、
服务人员工资、场地租赁等等，成本每
年都在增加。”

毛毛开设露营地已有一年多，拿
下营地后不停更新设备、做市场宣传，
养护草皮等，可以说“不断投钱，不断
亏损，只有逢旺季的时候才能拉回一
些。”不过，只把露营产业作为副业的
她并不太为当下的情况担心，希望今
年大批露营地退出市场之后，自己的
场地能够在运营的第三年回本。

中体联露营产业专业委员会常务
副秘书长李洋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露营产业“坐等收钱”的经营模式已一
去不复返。“露营地的洗牌非常明显，
过去曾有‘50万进场三个月回本’的说
法，但许多露营地一是手续不合规，特
别是土地手续；二是运营管理不专业，
三是没有足够的体验内容。例如一个
只提供露营+烧烤的营地，烧烤的味道
还不如城市里的烧烤店；像飞盘、拓展
训练、咖啡等附加内容，他们并不注

重，也懒得去做。这样的露营地现在
已经淘汰了一大批，仅有少部分在勉
强维持。另外，露营装备市场也是参
差不齐，一些不重质量、只图便宜的厂
家，也面临着得不到回头客的倒闭风
险。”

“资本虽然不是做露营的绝对前
提，但如果自己要去做营地项目，资金
量低于100万元最好不要去做，再小
的营地也不要做，虽然几顶帐篷没有
多少钱，但要让客户体验感变好的各
种配套到位，低于100万元是做不好
的。”谈及目前露营地的经营门槛，孙
建东如是说。“很多参与者都是从一个
网红打卡的逻辑出发，让用户感觉拍
个照片就可以，这其实是做不长久的，
关键在于让用户愿意停留更长时间，
产生更多消费。”

孙建东坦承，对于露营地经营者
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被拆”。早期
的露营其实属于打游击的形式，他自
己经营的露营地也曾多次被拆。但现
在利好越来越多，从中央到地方，均从
土地、产业等各个方面为露营经济发
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接下来三五年，
会看到大量的营地是由政府来做，同
时再由市场主体来提供更多丰富的好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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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露营地“成本每年都在增加”，没有100万别进场

大浪淘沙，谁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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