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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旅游“平替”

一、热点概述

旅游“平替”是指游客不再盲目追逐热门旅游胜地，而是选择价格亲民、风景独特、文化丰富的

“冷门”小城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地方能够提供与热门景点相似的体验，但成本更低、游客更少，让

人们更加轻松愉悦地享受旅行。“平替旅游”已成为 2024 年最大的旅游趋势之一，受到全球年轻人的

青睐。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国内旅游“平替”案例：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国内诸如东北延吉、云南芒市等地因被网友称为

“韩国平替”“东南亚平替”成为热门打卡地。新疆阿勒泰的旅游热度因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飙升后，

许多向往阿勒泰但未能成行的游客，选择去启东红阳牧场、常州修心谷、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等被称为

“小阿勒泰”的地方。此外，像深圳的官湖村被称为“小镰仓”，白石龙音乐公园被赞为“小瑞士”，

桔钓沙被誉为广东版“马尔代夫”等，都吸引了大量游客。

国外旅游“平替”案例：据美国旅游集团“亿客行”的数据，韩国首尔的平替是中国台北，澳大利

亚悉尼的平替是珀斯，泰国曼谷的平替是芭提雅。印度游客贾纳维・耶尔选择菲律宾巴拉望岛作为马尔

代夫的平替，因为那里有相似的热带岛屿景观，价格更实惠，游客也更少。

数据支撑：马蜂窝平台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站内“平替旅行”相关搜索浏览量较

去年同期增长 33.7%，内容量增长 134%，超 200 万用户分享和交流了自己的平替旅游经验。从关注“平

替旅行”的客群年龄来看，90 后和 00 后占比近 60%。

2.道理论证：

从游客需求角度：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临着生活成本等压力，在旅游时更加注重性价比，

希望在有限的预算内获得更好的体验。同时，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不再满足于传

统的热门景点，而是渴望探索未知、发现小众的美景，“平替旅游”正好满足了这些需求。

从旅游市场角度：“报复性消费”和“假日经济”使得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每到旺季都人满为患，

出现价格贵、体验差等问题，而“平替旅游”的兴起，有效避免了这些问题，促进了旅游消费在空间格

局上的均衡化发展，也为尚未充分开发旅游资源的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升级。

从社会文化角度：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人们更容易获

取到关于小众旅游地的信息和攻略，从而发现更多的“平替”选择。此外，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他们更加理性、自信，注重自我表达和情感共鸣，“平替旅游”成为了他们展示个性、追求自由

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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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旅游“平替”是指游客不再盲目追逐热门旅游胜地，而是选择价格亲民、风景独特、文化丰

富的“冷门”小城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地方能够提供与热门景点相似的体验，但成本更低、游客

更少，让人们更加轻松愉悦地享受旅行。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旅游市场日益繁荣且多元化发展的当下，旅游“平替”作为一种新兴现象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众

多游客出行选择的新考量。它犹如一股清流，打破了传统旅游格局中人们对热门旅游胜地的过度依赖，

开启了探索小众、高性价比旅游目的地的新潮流。

第二步——意义：

旅游“平替”有着诸多积极意义。

第一，对于游客而言，它显著提升了旅游的性价比，使有限的预算能够实现更丰富的旅行体验。游

客不再需要在热门景点忍受高昂的物价与拥挤的人潮，而是可以在价格亲民的“冷门”小城尽情享受惬

意旅程，深入领略当地独特的风景与文化，收获个性化且深度的旅游记忆。

第二，从旅游市场的宏观视角来看，这一趋势有效分流了游客，减轻了热门旅游地的承载压力，降

低了因过度开发和游客扎堆导致的环境破坏与旅游体验下降等风险。

第三，它也为那些鲜为人知但旅游资源丰富的小城注入了发展活力，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就

业增长与经济繁荣，促进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均衡发展，有助于挖掘和传承更多小众特色文化，推动文化

的多元交流与融合。

第三步——担忧：

然而，旅游“平替”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首先，许多“冷门”小城由于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交通不便、住宿

条件有限、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可能会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影响旅游的整体舒适度。

其次，旅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也是一大隐忧，当地旅游从业人员可能缺乏专业培训与服务经验，在

接待游客过程中难以提供标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如酒店服务不到位、餐饮水平不稳定、导游讲解缺乏

专业性等。

此外，旅游市场监管在这些地区往往不够健全，宰客、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

不仅损害游客的切身利益，也会对当地旅游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阻碍其长远发展。

第四步——过渡：

尽管存在担忧，但旅游“平替”的发展大势不可阻挡，我们应积极应对其中的问题，使其走上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第五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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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地政府应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交通条件，提升网络通讯覆盖范围，完善

公共卫生设施等，为游客营造便捷、舒适的旅游环境。

其次，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通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服务意识提升等课程，提高其服

务水平与业务能力，确保能够为游客提供优质、规范的旅游服务。

再者，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监管机制，加强对旅游企业、商家的日常监督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旅游市场秩序，树立良好的旅游地形象。

同时，还应注重旅游品牌的打造与宣传推广，挖掘和提炼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与文化内涵，通过多

种渠道进行精准营销，提高旅游“平替”目的地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第六步——总结结尾：

旅游“平替”作为旅游市场的创新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为小众旅游地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同时，我们通过积极有效的对策解决现存问题，必将能够实

现游客与旅游地的双赢局面，推动旅游行业迈向更加繁荣、均衡、可持续的未来，让更多人在旅游“平

替”的潮流中领略到祖国大地丰富多彩的魅力画卷，收获难忘的旅行经历与心灵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