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简介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成立于 1987年，是由中国文化旅游行业科研、设计、制造、销售、教育及游乐

园（场）经营等企业、事业单位组成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属国家一级协会。

注册部门是国家民政部，主管部门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现有会员近千家，包括国内外知名文旅集团，主题娱乐集团，大、小型游乐设

施设备制造商，体育娱乐设备制造商，高科技文旅装备制造商，文化演艺企业，影视动漫企业，文旅规划、

设计、建设、施工等企业，覆盖文化旅游行业全产业链。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举办的中国国际游乐设施

设备博览会已连续举办 35届，每年吸引国内外上千家文旅装备制造企业参展，前往参观和采购的专业观众

近 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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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文旅行业反应迅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各级主管部门对疫情防控的相关部署，采取了闭园休园、全额退票、停工停业等措施，保障游客

和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抑制病毒扩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中国游协高度重视，为系统评估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反馈行业关切与诉求，协

助政府及相关部门了解行业实际情况，2 月 10 日，中国游协向行业发放了“疫情对行业的影响”的调查问

卷，全国共 902家企业参与了本次调研，其中主题乐园/旅游景区 288家、室内乐园 302家、文旅装备制造

企业 312家，本报告将重点总结中国室内乐园的调研情况，主题乐园/旅游景区和文旅装备制造企业将在其

他报告中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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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内乐园综述 

近年来，随着商业地产的蓬勃发展，室内乐园在游乐行业乃至文旅产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旅项目的补充。近十年来，室内乐园不断创新发展，已经向产业化、规模化、专

业化发展迈进。据统计，2018 年全国各类室内乐园数量为 9577家，其中室内乐园数量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

是上海 520 家、北京 475 家、重庆 344 家。室内乐园的产品形式多种多样，项目多寓教于乐，注重家庭氛

围和项目体验内容，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文旅产品。 

 

二、调研企业属性 

1、企业分布 

参与调研的 302家室内乐园中，蹦床类乐园最多，占比 18%，其次是 DIY和淘气堡类的室内乐园，分别

占比 15%和 13%；电玩城占比 12%，拓展攀岩占比 9%，萌宠乐园占比 8%，卡丁车占比 4%，绘本馆占比 4%，

户外乐园占比 3%（见图表 1）；本次调研的室内乐园分布在全国 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上海市、北京市

拥有的室内乐园数量占比最高，分别为上海市 13.2%，北京市 11.4%，与室内乐园的全国空间分布特征一致

（见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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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企业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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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企业省市分布 

 

2、门店数量及规模 

     门店数量以 2-5 家门店为主，占比 41%，门店数量在 6-20 家的占比 21%，21 家门店以上的占比

4%（见图表 3）。其中门店规模在 300-900平米，900-1500平米区间的最多，分别占比 29%和 28%（见

图表 4）；门店在购物中心经营占比最高，为 65%（见图表 5），门店固定员工人数在 5-20人占比最高，

为 44%，其次是门店固定员工人数在 20-50 人的企业，占比 16%（见图表 6）。门店雇佣的员工数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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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投资规模呈正相关性。 

 

 

图表 3：门店数量 

 

 

图表 4:门店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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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门店所在物业属性 

 

 

图表 6：门店固定员工数 

 

三、疫情中门店停业时间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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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室内乐园企业反应迅速，为积极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42%的室内乐园选择停业，55%的室内乐园配合政府停业（见图表 7）；1 月 20 日前闭园的门店占

9%，1月 20-24日间闭园的门店占 38%，在 1月 24-31日间闭园的门店占 52%（见图表 8）。 

 

图表 7：门店停业原因 

 

 

图表 8:门店停业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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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店的支出及损失情况 

根据调研，室内乐园的支出主要有员工费用和门店租金，33%的门店每月需支付 5-10万人员费用，20%

的企业每月需支付 11-30万人员费用，15%的企业人员费用在 31-50万，11%企业人员费用在 51万以上（见

图表 9）。租金方面，36%的门店月固定租金在 3-10万，30%的门店月固定租金在 10-50 万（见图表 10）。 

 

图表 9:每月需支付的人员费用 

 

 

图表 10:门店月固定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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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后，各行业商家纷纷呼吁业主减租免租，对室内乐园企业而言，72%的业主尚未明确表示免租，

仅有 11%的业主免租 15天以上，5%的业主免租 30天以上。 

 

 

图表 11:业主免租情况 

 

截至调研结束（2 月 15 日），从疫情对门店造成的直接损失来看，损失 30-50 万的最多，占比 27%；

损失 30万以内的占比 20%，损失 51-100 万的占比 22%，损失 101-200万的占比 20%，损失 200万以上的达

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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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截至目前疫情对室内乐园收入造成的直接损失 

 

五、疫情中门店采取的应对措施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室内乐园主要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1、立即闭园配合政府相关防疫工作，参与相关防疫支援及宣传活动； 

2、积极做好会员等预售门票延期工作，而且保证订单全退确保口碑； 

3、每天坚持消杀工作。做到安全卫生为复工做好准备； 

4、通过网络营销，保持与客户的沟通，持续品牌宣传，保持会员粘性及职工粘性； 

5、积极开展线上活动，微信推广寓教于乐的游戏辅助家长在家开展亲子活动做好防疫； 

6、积极与业主和相关部门协商减租免租政策； 

7、对内积极开展各项网络培训，提升员工技能，凝聚团队，复盘管理体系，加强组织建设。 

 

六、疫情结束后工作重点 

疫情结束后，门店将重点从安全保障、品质管理、品牌营销、人员管理、降本增效等方面，提升运营

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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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安全卫生作为运营首位，通过加大卫生保洁投入，从人员、物资、管理等全方面强化消杀保洁工

作，为开园迎客做好准备； 

2、将品质管理作为运营核心，提升硬件产品的安全性、舒适性、美观性，继续强化员工对客的优质服

务；  

3、将品牌营销作为运营关键，策划落地一系列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品牌活动与营销事件，同时

认真研判疫情解除后游客的消费动向和心理，根据市场需求打造吸引点，推出新项目，让更多游客放松心

情、体验欢乐，同时提高品牌美誉度；  

4、将人员管理作为运营把手，通过调整用工形式、提高员工技能，发挥骨干作用，倡导全员创新，助

力门店运营； 

5、将降本增效作为运营保障，重新编制和梳理预算计划，通过合理优化开支、提高库存品利用率、节

能降耗举措等，降本节流。 

 

七、企业的诉求与建议 

面对疫情的全面冲击，企业积极展开自救的同时，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出台相关政策与办法，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 

1、针对文旅行业、中小企业出台专项政府资金、专项救助基金等，包括稳岗就业资金、纾困资金、疫

情防治补助及其他专项补助资金，增加资金收入渠道； 

2、对文旅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降低贷款利率、增加中长期贷款、延期偿还贷款等扶持政策； 

3、调整税费政策，减免中小企业相关法定税费和服务费，如减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资源税及各项附加税等； 

4、减免或缓交长短期租金、资源补偿费、土地流转费用等的措施； 

5、在社保、租金、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方面给予补贴或减免，如降低企业缴纳社保基金费用比例等； 

6、对待动物类室内乐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管理政策，避免一刀切； 

7、建立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现代旅游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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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鼓励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刺激旅游市场复苏； 

9、鼓励保险行业未雨绸缪，推出化解文旅企业经营风险的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保险产品； 

10、通过国家宏观和微观调控，优先振兴国内旅游市场。从目前全球的舆情来看，这也为我们重点关

爱国内市场提供了客观条件； 

 

八、结论 

这次疫情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但相对而言，室内乐园即将面临“风暴”的激烈程度，可能远超其他业

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营恢复期漫长。首先，室内乐园所提供的休闲娱乐产品却并非生活刚需，属于“时间消费”，

即消费目的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消磨时间或者获得体验，所以它不像零售业在消费受到疫情抑制之

后存在“补偿性消费”；其次，3-5月为室内乐园传统经营淡季，大部分室内乐园依赖 2月春节前后的经营

提升第一季度乃至第二季度的整体收入，室内乐园春节因疫情停摆之后，即进入经营淡季，即便 2-3 月疫

情结束，室内乐园也错过了黄金经营期；最后，室内乐园的客群以儿童和家庭为主，儿童的健康问题历来

受到家长的高度重视，疫情结束后，消除家长的恐惧心理需要更漫长的时间。 

二、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弱，行业面临加速“洗牌”。室内乐园属于文旅产业链末端，对上游产业

链依赖性强，受到商业地产、气候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疫情之下，受到多重影响

的叠加，本已同质化严重的竞争市场或提前迎来“拐点”，加速“洗牌”之后，行业将从粗放型发展模型

转变为成熟发展模型。 

三、全面考验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门店是否适合市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疫情之下门店的“生

死概率”。根据调研数据，规模大小并不决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本次疫情考验之中，门店能否和商场、

员工、银行沟通谈判以压缩租金，工资以及利息的刚性支出；能否保持团队凝聚力的同时完成能力素质的

升级；能否关门不停业，疫情期间创造新的收入；能否在疫情结束后制定灵活的淡旺季用工策略等等，都

充分考验企业对市场竞争的把控力以及风险应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