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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花千元看人造鲨鱼花千元看人造鲨鱼
到底值不值到底值不值？？

镇馆之宝“作假”
算不算欺诈消费者？

鲸鲨体型庞大，全长可达20米，是世界
上最大的鱼类，有能力养殖鲸鲨的海洋主题
公园不多，因此，拥有鲸鲨的海洋馆通常会
以此为卖点吸引游客。

记者采访了解到，小梅沙海洋世界曾历
经四年多时间重建，拥有陆生动物、鳍脚类、
鲸豚类、鸟类、鱼类等200多种稀有名贵动
物。今年国庆期间游客接待量超10万人
次，是深圳的新晋“顶流”。

营业仅1个多月，小梅沙海洋世界就饱
受质疑。不少消费者认为，“几百块买的票
看的却是假鱼”“哪个海洋馆会有机械鱼，离
了大谱”。某购票平台上的5000余条评价
中差评近400条，多数提到了其中的机甲鲸

鲨，认为花钱不值得、受到了欺诈。
林焕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消费者
参观海洋主题公
园，为的是亲近
海 洋 动 物 ，
“ 默 认 的 就
是看到生活
中不常看到
的、有生命
力的、真实
的 海 洋 动
物，如果是
用机械代替，
就失去了它

的稀缺性和真
实性。”

在 林 焕 杰 看
来，海洋公园应该提前

向广大游客告知鲸鲨为机
甲鲸鲨，不能等游客去了自己发现。记
者查询小梅沙海洋世界多个购票平台

详情时，并未发现任何有关机甲鲸鲨的提
示，但在其公众号中可以看到“机甲鲸鲨”的
描述。

对此，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蓉梅表
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信
息应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
宣传。若小梅沙海洋世界在宣传或广告中
声称展出真实鲸鲨或拥有真实鲸鲨等，而实
际情况不符，则构成虚假宣传，欺诈游客。

“这种形式（人造鲸鲨）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增强公众对海洋生物保护的意识和关注，
但也要认识到，它与真鲨鱼之间存在差距，
如果消费者感到被误导，认为体验与实际不
符，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影响大众对海洋
保护的认同感。”中国海洋大学未来海洋学
院院长李建平表示，企业在展览前应进行明
确标识、透明沟通和正确引导教育，确保公
众了解人造展示的目的。

面对争议，小梅沙海洋世界方面回应
称，场馆尚处于试运营阶段，已经注意到了
消费者的反馈，后续会进行调整。

重金砸“黑科技”
仿生鲸鲨一只上千万元

小梅沙海洋世界掀起争议的人造鲸鲨
并非业内首例。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2022
年，国内海洋主题公园的龙头海昌海洋公园
就已布局，与国内科研团队共同研发、生产
了世界首只亦是中国首只仿生鲸鲨。目前，
海昌海洋公园已在上海、郑州两城的主题公
园共投用4只仿真鲸鲨。有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仿生鲸鲨身价十分昂贵，单只达到数
百万元甚至超千万元。

近日，记者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看到，
馆内有两只人造鲸鲨，但并未游动，只是停
靠在水面上方的一个角落里，待到当天人
鱼表演时，一只人造鲸鲨才开始“游动”配
合，能从外观直接看出“机械感”满满，整个
游动过程较为平稳，并未展示出活体鲸鲨的
动态。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的工作人员。多名员工称，馆内仿生鲸
鲨充电后，可在水中游动的时长大约5个小
时，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往往需要人工手动
操作仿生鲸鲨的游动路线。

“机甲鲸鲨身长约4.7米，重超过430公
斤，皆由全机械打造、人工智能制导高度仿
真模拟真实原型动作。”海昌海洋公园方面
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海昌海洋公园
现有的人造鲸鲨有两个版本，一种是仿生机
甲设计，外形更具科技感；另一种是仿真蒙
皮设计，从外观看更接近活体鲸鲨。

主题海洋公园陆续采用假鲸鲨展示的
背后，实则是业内大型海洋动物稀缺的无
奈。记者采访获悉，当前海昌海洋公园全国
7个主题项目中，活体鲸鲨仅1只。

“大型海洋动物不能捕捞更不能买卖，
海洋馆之间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引入。”林
焕杰向记者直言，现在国内海洋馆普遍缺
乏大型海洋动物，不少场馆已失去人工繁
殖的机会，这导致业内头部企业转向探索

“高科技”。
海昌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坦言，鲸鲨是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这类大型海洋濒
危物种数量日渐减少，我们希望通过高科技
还原，向游客展示珍稀、濒危生物游弋在大
海中的风姿；同时，也希望让更多游客通过
仿生生物了解海洋知识，以科技助力生物多
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记者采访获悉，目前投入市场的几只仿
生鲸鲨的幕后制作者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旗下团队。官网信息显示，该集团系我国航
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

“与活体鲸鲨相比，人造鲸鲨对环境影
响小，可避免捕捞和运输活体鲸鲨，能减少
对其自然栖息地的影响，有助于增强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且安全性好，避免了活体
鲸鲨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和意外事件。”李
建平认为，通过科技手段提供互动体验，人
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鲸鲨的生物特性与生
态环境。

行业连续亏损
海洋馆注册量下降

“与乐园型的主题公园相比，海洋主题公
园的支出成本更高。遇到疫情等特殊情况，
其他主题公园只要拉下电闸，就能极大降低
成本，但拥有动辄上万只海洋动物的海洋主
题公园的养殖成本较高，还要365天不断电
来保持恒温。”林焕杰告诉记者，这致使海洋
主题公园至今仍未从疫情中恢复过来。

记者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现场了解到，
于2021年底出生的我国首只虎鲸宝宝“胖
豆丁”由专门的保育人员照料。除了每周体
检，还会为其定制配方奶，一年多时间喝了
近5吨奶。

近两年，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提升。经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
国内出游人次高达7.65亿，比上年同期增长
5.9%，较2019年同期增长10.2%。据海昌
海洋公园数据，2024年国庆长假7天，海昌
海洋公园旗下各公园及文旅项目累计接待
游客超80万人次，同比2023年增长7.1%。

文旅市场的旺盛却未能提振公司业
绩。今年上半年，海昌海洋公园营收同比增
长约 6.8%至 8 亿元，期内亏损 8719.3 万
元。事实上，为了“减负”，海昌海洋公园曾
在2021年将旗下武汉、成都、天津、青岛的
主题公园出售。据统计，从2020年至2023
年，海昌海洋公园4年合计亏损22.35亿元。

行业龙头已是举步维艰，中小型海洋馆
扩张步伐也急速收窄。“2016～2021年期
间，中国海洋主题公园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了25%左右。”《2022~2027年中国
海洋主题公园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投资前
景》预计，未来几年行业市场规模将会继续
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我国

“海洋馆/海洋世界”相关企业注册量呈逐年
下降趋势，截至2024年10月，现存的相关
企业仅1000余家。

生存危机下开启创新
“人造海洋动物”能走多远

仿生鲸鲨引发的争议，将大型海洋主题
公园及中小型海洋馆面临的生存困境摆上
台前。

“人工养殖的大型海洋动物，平均生存
年限为5年。”李建平告诉记者，对于大型海
洋动物，海洋馆通常难以提供与其自然栖息
地相似的舒适生存环境。

而从生态和气候角度，李建平进一步向
记者表示，海洋馆养殖大型海洋动物还存在
一些问题。“首先是打破了生态平衡和物种
遗传多样性，导致基因瓶颈；其次，在人工环
境，因空间不足和自然行为受限，大大影响
其健康和寿命；再者是养殖和维护大型海洋
动物的设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从而产生温
室气体，间接影响气候变化；既增加经济成
本，也给环境造成负担。”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洋生意”看起来很
美，但不好做。海洋动物是各企业的重要资
产，稍有不慎就会给自身带来重大风险。记
者了解到，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共有6只虎
鲸，单只价格超亿元。

一位海洋主题公园的经营者表示，他对
人造海洋动物的未来不看好。“市场不买账，
游客还是喜欢真实的东西带来的震撼力。
对海洋馆来说，人造鲸鲨只是一个噱头，如
果本来有一个真的，配上机械的，是锦上添
花。如果只有假的，不会有人买账。”

作为行业细分领域的海洋主题公园亦
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林焕杰指出，当前文旅
产品丰富，海洋主题公园还伴有动物表演的
争议。“未来表演将越来越少，甚至归零，企业
亟须多元化发展，除了传统的娱乐项目外，要
考虑如何加强文化体验、跨IP合作等。”

海昌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主题公
园需要更大吸引力的产品，IP作用才能凸
显。公园已通过打造七萌团、海灵蓝星女
王、虎鲸“胖豆丁”等自有海洋IP以及与奥特
曼、航海王等国际IP合作方式，来提升园内

“二消”频率。同时也加大了在科技方面的
探索。目前除了仿生鲸鲨，还有仿生鳐鱼、
仿生江豚等10余只仿生产品。未来希望联
合更多专业机构和生物学者，开发更多科技
海洋动物，还原远古海洋生物。

李建平认为，利用科技开发新品是为海
洋馆纾困的一种方法，但目前大型仿真海洋
动物无法完全模拟活体鲸鲨的行为与生态
特征，可能影响游客的真实体验感，且在建
造、维护等方面成本较高。“不过，相信技术
的进步能弥合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最
好的方式，是将海洋馆开到大自然里。”

据每经新闻等

“我们全家出行，花
了近千元，你给我看假
鱼”“想法不错，但（人造
鲸鲨）做得有些劣质”
“假的挺好，鲸鲨属于大
海”日前，有关“如果你在
大型海洋馆遇到假鲸鲨
怎么办”的话题在网络上
引发讨论。

近日，深圳小梅沙
海洋世界试营业，吸引
了大批游客，众人期待
亲眼见到真实的海洋巨
兽，但最终只看到了假
鲸鲨，不少人抱怨被“欺
骗”。

记者走访了北京、
上海、成都等多家
海洋主题公园，
从多位行业人
士 处 了 解
到，目前已
有 至 少 5
只人造鲸
鲨投入市
场 ，单只
身价在数
百万元甚
至 上 千 万
元。行业龙
头海昌海洋公
园同样选择“人
造”。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人造鲸鲨均出
自航天科工集团旗下团
队。

“‘假鲸鲨’事件不
只是游客纠纷，还折射
出海洋主题公园整体的
生存困境。”中国主题
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
坦言。

砸 钱 引 入“ 黑 科
技”，能否拯救海洋主题
公园？在消费者越来越
注重真实体验的今天，
机械假鱼能替代活体海
洋动物吗？生存危机之
下，行业能否找到新的
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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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孩子们在海洋馆观看表演。新华社图

海洋馆里的假鲸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