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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兴安 李乔宇 施露
见习记者 靳卫星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2年国庆节
假期 7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22亿人次，同比
减少 18.2%，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60.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872.1 亿元，同比
减少 26.2%，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44.2%。具
体来看，本地游、周边游仍是广大居民出行首
选。前往城郊公园、城市周边乡村、城市公园
的游客占比居于前三位，分别达 23.8%、22.6%
和16.8%。

按照上述数据计算，今年“十一”黄金周期
间 4.22亿游客人均旅游消费金额为 681元，较
往年有所下降。但周边游人均花费较去年有明
显增长，据携程《2022 年国庆假期旅游总结报
告》显示，今年国庆本地、周边旅游人均旅游花
费较去年国庆节期间增长近 30%；人均露营花
费为650元左右，较中秋节增长30%左右。

“旅游行业发展的健康与否并不主要以旅
游收入和中长途旅行人次为衡量标准，而应该
以国民在节假日心理上的愉快体验感和安全健
康度为准绳。”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
院长、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预计形
式多样的亲子游、文化游、运动游、乡村游、休闲
游等有望迎来新的增长，由此带动酒店、餐饮、
民宿、商超等相关产业发展。

本地游、周边游成主流
部分民宿“一房难求”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 7日，全
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
25554.11万人次，日均发送3650.6万人次。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假期期间，
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呈现出“短半径、潮汐
式”特征，货车流量先抑后扬；公路突发事件与
拥堵情况较往年减少，局部省界路段防疫保通

压力较大，公路保通保畅调度效果总体良好。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

截至 10月 8日，为期 11天的铁路国庆黄金周运
输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近1900万人
次，占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近三成，日均发送旅
客超过170万人次。长三角铁路探亲流、省内短
途游占比较大，假期初期客流相对集中。数据
显示，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短途管内旅客发送
逾1500万人次，占比超八成。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李名金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从铁路、公路发送旅客数据看，相
比于长线旅游，本地游、省内短途游、城市周边
深度游等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出行的热门选
择。

据同程旅行数据，今年“十一”期间，本地
游、周边游仍是主流，用车方面，本地订单占比
89%；酒店方面，本地订单占比65%，均居于历史
较高水平。另据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内本
地、周边旅游订单占比达 65%，本地、周边游人
均花费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0%。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对记者表
示，今年国庆假期人们对本地游、周边游的消费
意愿较为强烈，不少城市的酒店、民宿等超过一
半的预订来自本地居民，一些度假类住宿设施
价格显著上涨，部分城市的度假类酒店、民宿等

“一房难求”。
以一线城市上海为例，同程数据显示，国

庆期间上海酒店预订情况基本与去年同期持
平，本地订单约占六成，价格较假期前一周上
涨约两成左右。

美豪酒管品牌经理刘文峰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国庆这一周，美豪酒管上海市订单量同
比增长 20%以上，外滩、徐家汇、中山公园等地
段的美豪旗下品牌酒店提前一周就基本预订完
毕。”

丽呈集团酒店内部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今年“十一”假期本地订单占比较去年同
期增长近30%，其中，北京地区的本地订单占比
超过 55%。此外，酒店预订还呈现出热门景点

商圈和近郊“两头开花”的趋势。

游客红色景区打卡火爆
露营等玩法热度高涨

从出游主题来看，红色旅游成为今年“十一”
黄金周出游的热门选择，国内红色旅游景区预订
量同比增长15%。以上海为例，红色景区游客打
卡火爆，国庆节期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受到追捧。

与此同时，登山、露营等适合城市周边及近
郊的户外运动玩法受到追捧。国庆期间，上海
地区露营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7倍，佘山国家
森林公园、长兴岛郊野公园、奉贤海湾森林公园
等郊野公园吸引了大量游客。年轻游客还钟爱
城市深度游和各类轻户外玩法，citywalk、飞盘、
腰旗橄榄球、浆板、骑行、皮划艇等各类轻户外
运动热度上升。

宋向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国庆节
旅游消费市场出现新特点新趋势，同城游、近
郊游、省内游成为国庆出游主旋律；书吧、
影院、游戏厅、健身房等市内休闲玩乐场
所成为国庆节旅游新时尚；户外露营、
主题游园、文化鉴赏等成为亲子游等
群体出游的主要选择。

位于北京延庆的某营地相关
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其
所在营地分为帐篷酒店区域和自
主露营区域，“十一”黄金周期间，
从 10月 1日至 4日晚上都是全满
的。帐篷酒店区域按照每顶每晚
2000元计算，每晚收入约 10万元；
而自主露营区域客单价较低，每天
总收入大概在2万元左右。

大热荒野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其旗下所有营地在“十一”假期前两周就
已全部订满，北京地区营地基本三周前就
已订满，“从数据来看，我们9月份的业绩创下
新高，用户对于露营的需求还是非常火热的。”

“十一”黄金周4.22亿人次出游
本地与周边游是绝对主流

本报记者 赵彬彬 李万晨曦 刘欢 邬霁霞

作为“银十”的开端，“十一”黄金周的楼市
表现一直备受关注。国庆节期间，《证券日报》
记者实探济南、武汉、兰州等地发现，楼市成交
呈分化趋势：新房市场到访量明显增加但成交
仍低迷，二手房成交则出现回暖。

一方面，新房市场成交较为低迷。据中指研
究院公布的监测数据，10月1日-7日，全国20个
重点监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66.93万平
方米，较去年同期日均成交面积下降37.7%。

另一方面，二手房市场则出现明显回暖迹
象。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十
一”假期，贝壳重点监测的50个城市二手房
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约54%。重点监测
的 50城中，九成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
增长，其中，东莞、成都、厦门、佛山、苏州
等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超过去年同期的
两倍。

对于二手房出现回暖的情况，有业
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此前济南等多个城
市推出二手房“带押过户”等交易模

式，9月 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推出“卖一
买一退个税”政策，这有利于降低二手房交易成
本，激活市场需求。

新房市场方面，不同城市的新房成交量也出
现了分化。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20个重点
监测城市中，除了济南、沈阳等6个城市成交面
积实现同比增长外，其余14城均不同程度下跌。

记者在“十一”期间实探济南楼市发现，当
地多个大型楼盘客户到访和成交量增长明显。
其中，雪山万科城、银丰玖玺城等多个楼盘7天
客户到访量破千。据雪山万科城置业顾问向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十一”黄金周期间，该楼
盘实际成交量超过200套。

而据济南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国庆节期间济南的网签量比去年同期
上涨约50%。“‘十一’黄金周期间，济南楼市延续
了9月16日限购政策调整后的热度。”济南市房
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除了政策显效外，各大房企借助政策红利
加大促销力度，也让济南楼市出现“回暖”势头。

相较之下，兰州、宁波、武汉等地的新房销
售就显得比较冷清。比如，在兰州，尽管有房企

将部分特价房的每平方米价格下调 1000元至
2000元，有的还推出送家电等活动，但销售情况
依旧低迷。在宁波，尽管不少楼盘推出了优惠、
促销活动，但国庆期间仅成交 339套房源，对比
去年同期下滑55.5%，较2020年下跌80.9%。而
武汉市房管局发布的数据则显示，2022年国庆
期间，仅10月1日新建商品住房网签套数过百，
10月2日至7日，单日网签套数均在50套以内。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当前房
地产市场面临的压力仍然较大，另一方面，持续
性的政策还是能够激活一部分购房需求，部分
城市由于此前一系列持续性政策出台，带动了
黄金周楼市行情。此外，随着 9月底国家有关
部门多项政策落地，也有望继续推高市场交易
需求，这是值得肯定和继续关注的。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文
静认为，政策的持续优化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修
复市场信心。从短期来看，购房者观望情绪仍
在，前期政策显效仍需时间，若政策持续发力，各
地配套政策持续跟进和落实，购房者置业情绪有
望继续修复，四季度新房市场或逐渐企稳。

实探“十一”黄金周楼市：
新房销售低迷 二手房成交回暖

本报记者 郭冀川

国庆假期，各地政府、各家电企业促消费
举措频出，消费者家电购买热情高涨。

苏宁易购门店的“黄金周”数据显示，国庆
期间，绿色节能家电销售环比 9 月份增长
98%，智能家电家居类商品销售环比 9月份增
长95%，家用投影仪、激光电视、75寸以上大屏
彩电等升级类产品部分爆款型号销售有近 2
倍的增长，集成灶、蒸烤炸一体机、多功能蒸锅
等集成化大厨电销售增速超100%。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对于绿色智能
家电的支持政策持续不断，有力引导家电企业
供给的优化转型。”

虽然家电行业特别是白电、厨电行业已经
进入了存量市场时代，但是在消费者新需求及
技术创新的驱动下，高端化已经成为家电行业
转型的重要方向，其中，家电头部企业已拥有
了较强的先发优势。

格力电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介绍，在消费
升级背景下，高端化、套系化、智能化等成为行
业重要发展方向，驱动产品销售均价持续上行。

长期来看，家电行业在向绿色化、智能化
转型发展。今年7月份，商务部等13部门联合
发布了《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
的通知》，提出 9条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
政策措施，包括开展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活动、
推进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方面的内容。

此后，多地出台了相关落地政策与措施，
如深圳对全屋智能家电、智能家用机器人等新
兴家电予以15%的补贴；今年10月份起，上海
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正式启动
上海市“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

在各地出台扶持政策的同时，家电企业也
行动起来。美的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美的集团积极响应绿色家电消费号召，推出亿
元绿色补贴、全流程一站式服务等重磅举措，
开启全屋家电跨品换新时代，将为全国消费者
提供专属权益。

高端家电销售火热
创新驱动型企业先发优势明显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施露 肖伟 王僖 黄群

今年“十一”假期，消费餐饮业虽不如往年
火爆，但相比“五一”黄金周有了非常明显的提
升。10月 6日，美团发布的 2022年“十一”黄金
周消费数据显示，本地消费占比 77.4%；假期内
本地业态的日均消费额相比“五一”假期增长
34%，比2019年“十一”黄金周增长52%。

与此同时，预制菜再度发力。国庆期间，记
者走访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安徽合肥等地发
现，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网红打卡地都推出了预
制菜品。有分析人士表示，预制菜正成为品牌
餐饮连锁企业降本增效的利器，并在露营概念、
直播营销、线下特色店体验等因素的推动下向C
端渗透。

餐饮线下门店表现分化

从餐饮业线下情况看，各品牌分化严重，一
些新兴餐饮连锁及网红品牌出现排队景观。

10月2日晚餐高峰期，《证券日报》记者来到
上海核心商圈世纪汇发现，不少餐饮品牌十分
火爆，粤式餐饮品牌点都德需排队一个多小时
才能就餐。

10月3日晚上6点左右，记者来到北京西单
大悦城发现，几乎所有的餐厅都需要排号等
位。消费者林女士告诉记者，她选中的网红餐

厅人满为患，在苦等半小时后，不得不到另一家
餐厅用餐。

“十一”假期期间，逛商场成为本地“一日
游”的新方式。湖北武汉市武商MALL·国广作
为该市最具标杆意义的商圈，10月1日至3日餐
饮首店业绩尤其突出。《证券日报》记者在现场
注意到，从9月30日试营业起，九十九里棠华中
首店就一直处于爆满状态。九十九里棠运营总
监谭鹏告诉记者，“午市和晚市，每天等座发号
300余个。”

相较之下，也有一些品牌门可罗雀，人流不
如人意。10月1日晚上6点，《证券日报》记者走
进某品牌在上海陆家嘴正大广场的分店，该广
场周围有东方明珠塔、上海中心等多个景点，周
围不乏排长队的游人，但用餐高峰期该门店却
并没有等位子的人，店内顾客也未坐满。

预制菜销量大涨

国庆期间，登山、露营等适合城市周边及近
郊的户外项目热度高涨，而预制菜凭借即食、便
携等特点，受到诸多消费者青睐。

据了解，为满足消费者国庆长假期间对旅
游聚餐、露营等需求，各平台加大了预制菜备货
量，环比增加了2倍至3倍。其中，国庆7天假期
内，叮咚买菜预制菜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55%，
10月1日当天销量同比翻倍。盒马数据显示，盒

马工坊半成品菜整体销售额在国庆期间同比增
长82%。

湖南小龙虾是网红食品之一，也是大湖股
份主要的预制菜品之一。大湖股份工作人员向
记者表示，“水产品不宜久储和长途运输，物流
损耗较大。我们就近设立预制菜工厂，不仅提
升了经济附加值，还带动了当地渔民就业。”

记者采访发现，国庆期间安徽的同庆楼、
富煌三珍等预制菜老牌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其
中，同庆楼推出两款套餐活动，假期内销售额
整体同比增长超过 50%。记者在同庆楼合肥天
鹅湖万达广场店看到，前来就餐的食客络绎不
绝，各类预制菜摆放整齐，不时有食客驻足询
问和购买。

大型餐饮连锁企业抢抓国庆长假消费季，
加码推广预制菜，进一步降本增效。

山东凯瑞商业集团营销总监侯明敬对记者
表示，“公司依托自有供应链体系，旗下多个餐
饮品牌连锁门店所需的净菜、预制菜等半成品
或成品通过中央厨房配送已达到90%以上。”

惠发食品是国内较早布局预制菜产业的上
市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国庆前
夕推出的城市味到以门店为体验中心和物流节
点，打通自有平台、第三方电商平台，常态化开
展同城直播，通过全渠道营销，更好地支持顾客
到店、产品到家、直播团购等服务方式，未来将
在山东多地推广。”

网红餐饮店排队等位 预制菜加速向C端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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