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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捷宁
见习记者 寇佳丽

“‘五一’假期带全家来北京游
玩。昨天去了前门，今天来什刹海
逛街，孩子全程都很开心。”游客王
先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5月2日，北京什刹海景区游人
如织。记者走访时从景区一位工作
人员处了解到，上午10点左右游客
开始多起来，一直到晚上10点，客流
量都较大。除胡同、公园外，什刹海
周围的商业街也早已挤满前来参观
的游客。

这只是“五一”假日消费的一个
缩影。五天假期里，我国消费市场
亮点纷呈，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
强大内生动力。

文旅消费“多点开花”

“五一”假期，国内各大热门旅游
城市推出特色旅游线路或特色活动，
以丰富的旅游场景迎接八方来客。

在西安，各区县围绕航空体验、
极限运动、人文探索、生态旅游等推
出众多精品线路，充分展示古城魅
力；在杭州，西湖区铜鉴湖景区的大
型风筝放飞表演、少儿风筝绘画比
赛等，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赏、互

动；在昆明，当地推出50余项文旅活
动，开启实力“宠粉”模式，让市民和
游客不出昆明就能享受吃喝玩乐

“一条龙”服务。
精心的准备带来了亮眼的“成

绩单”。例如，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数据显示，据初步测算，2024年

“五一”假期三天 (5月1日至5月3
日)，该省纳入监测的150家重点景
区共接待游客791.9万人次，较2019
年同期增长4.7%。吉林省人民政
府官网消息显示，据文旅大数据监
测，5月1日，全省接待游客量321万
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0%。

“热门旅游城市不断推陈出新，
打造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
内外游客，带动国内文旅市场强劲
复苏，为消费市场提供强力支持，干
出了实打实的业绩。”中国商业经济
学会副会长、华德榜创始人宋向清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小众旅游
目的地的快速崛起，在“五一”假期
也已初见端倪。

小众旅游目的地受追捧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四线及以下城市旅游预订订单
同比增长140%，增幅明显高于一二
线城市。县域市场酒店预订订单同

比增长68%，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
长151%。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
家洪勇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小众
旅游目的地愈发受到青睐，越来越
多的人希望避开拥挤景点，寻找更
宁静、更具特色的旅游地点。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旅游研究院
武汉分院发布的《2023中国旅游业发
展报告》显示，随着旅游消费的升级，
消费者对高质量和深度旅游体验需
求迅速增长，集个性化、较高自由度
和深度体验等特点于一身的定制游
成为具有市场潜力的旅游品类之一。

“‘小’城市往往在人间烟火、市
井情怀上更能打动人心，也更能迎合
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这些城市也更容
易‘出圈’。”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此前淄博、天水等在文旅消费领域取
得的成绩，也为其他“小”城市的文旅
发展提供了参考，加强了信心。

商圈促消费花样多

假期不仅是观察经济活力的窗
口，也是提升消费热度的“佳期”。

“五一”假期，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启
动了促消费和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
行动，组织重点商圈和商业企业等

开展营销活动，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北京在多个商圈举办“国际双城消
费节”，同时联动北京市内近50家商
场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

“这件防晒衣原价362元，满五
件打五五折，折后大概199元，很划
算。夏季需要多准备几件防晒衣和
短袖，现在入手正合适，不够五件的
还可以和朋友或其他顾客凑单。”在
北京丰台区一家商场内，游客叶女
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自己平时
主要在上海生活，这次趁着小长假
来北京，边玩边休息，放松身心。

消费者的良好体验，离不开各
家店铺的充分准备。记者走访北
京各大商圈发现，不少店铺提前增
加了仓库储备，一些商场还多方抽
调人手，扩大了工作人员队伍，确
保为居民、游客提供多元化、高质
量服务。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胡钰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五
一”假期，政府补贴、店铺折扣、商场
满减等多种优惠措施，纷纷出现在
全国各大商圈，充分激发消费活力，
释放消费潜能。各类消费活动的密
集开展，不仅推升了消费市场热度，
还有助于进一步带动消费升级与文
旅业转型，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贡
献力量。

“五一”消费亮点纷呈 小众旅游目的地快速崛起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餐饮业作为促消费、惠民生、稳
就业的重要基石，同样是衡量经济
复苏活跃度的“风向标”。在刚刚结
束的“五一”假期中，居民出行热情
高涨，人潮涌动间烟火气升腾，各地
餐饮消费市场“跑出”加速度。

民以食为天，美团数据显示，5
月1日至3日，“味蕾游”带动各地餐
饮消费，全国餐饮堂食订单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超73%，部分餐厅排队
等位超过1000桌。成都、杭州、北
京、重庆、上海位列全国异地游客堂
食订单量前五城市。

据记者观察，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通过线上渠道寻找美食，餐
饮企业积极参与线上平台促消费活
动，推出高性价比套餐。从美团餐
厅订座数据来看，除火锅、粤菜、西
餐等传统热门菜系受追捧外，江浙

菜、京菜、川菜等特色地方菜预订量
涨幅明显。

5月3日22时左右，《证券日报》
记者在武汉江汉路步行街看到，肥
肥虾庄门口坐满了排队等位的顾
客，不少是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

“这个假期，我们店每天都很
忙，日均客流量较去年同期提升约
15%。”肥肥虾庄相关负责人张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为把握“五
一”假期消费热潮，餐厅提前开启专
场直播，5月1日销售的团购套餐单
量创历史新高。

江苏苏州一怪食府掌柜“一怪”
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五一”
期间餐厅的日营业额再创新高，或
得益于近两年餐厅始终位居大众点
评甪直古镇排行榜酒店业第一，积
攒了不少人气。

来到陌生的城市，年轻人不愿再
走马观花，而是从“心”出发感受当地
的生活。“从‘一座城’到‘一个景区’

再到‘一家小吃店’，年轻人的旅游目
标越来越‘小’。”马蜂窝目的地研究
院院长孙云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年轻人开始追求小众景点以及能
品尝地道美食的小店，“体验感”正在
成为年轻人旅游出行的第一诉求。

为了迎接“五一”假期，多家连
锁餐饮企业集中上线新菜，给消费
者带来味蕾新体验。旅游热门城市
的餐饮企业假期前就开始加大食材
备货、调整营业时间，做好迎接假期
客流高峰的准备。

海底捞数据显示，5月1日当天，
海底捞全国超1300家门店共计接待
顾客约200万人次，为2024年至今客
流量最高的一天，较去年同期增长
超10%。

“假期第一天，整个露营地超100
人同时就餐，家庭、亲子为主力消费
人群。我们还设置了丢飞盘、下棋等
多种活动，为大家提供更多元化的

‘露营+火锅+美食’体验。”海底捞上

海松江露营基地负责人薛永芳表示。
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我国居
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餐饮消费多
业态联动效应更趋明显，“餐饮+”
跨业态联动的场景大量涌现。同
时，县域餐饮消费空间也将持续扩
大，线上线下融合程度加深，有望成
为餐饮消费新的增长极。

在业内人士看来，旅游热度持续
走高，餐饮消费市场烟火气升腾，新
潮玩法层出不穷，展现出“五一”假期
蓬勃旺盛的消费活力。随着餐饮消
费潜力持续释放，有助于进一步扩大
内需，助力经济向好向稳发展。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杨柳也表
示，餐饮企业在促消费、创新消费场
景的同时，还要重点关注安全生产、
食品质量、明码标价、反浪费等方面
可能存在的问题，共同推动餐饮市
场持续向好，为实现餐饮业高质量
发展作贡献。

“味蕾游”带动“五一”餐饮市场 多业态联动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见习记者 张芗逸

“假期这几天忙得连喝水的时
间都没有。”北京昌平区某新楼盘销
售略带歉意地对《证券日报》记者
说。在向记者介绍楼盘的过程中，
这位销售接了好几次咨询电话。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北京住房
限购政策迎来优化，即对五环外购房
限制大幅松绑。为一探新政落地效
果，记者在“五一”假期期间，走访了
北京五环外多个在售楼盘。部分新
楼盘来访者络绎不绝，人气火爆。

五环外热度明显提升

根据4月30日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优化调
整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北京市在执行现有住
房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允许相应的
居民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
女，下同）或成年单身人士，在五环
外新购买1套商品住房（包括新建商
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5月4日，《证券日报》记者在北
京海淀区某售楼中心注意到，根据

《通知》相关内容做成的海报在该售
楼中心内随处可见。

当记者在该售楼中心前台进行
登记并排队等待时，负责接待的销售
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此次限
购政策优化恰逢“五一”假期，前来
看房的购房者明显增多。相较于刚
需人群，改善性购房需求明显更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
次北京对于限购政策的优化力度非
常之大。当下，北京新建商品房住宅
约81%在五环外，二手房房源大约
70%在五环外。限购政策优化后，有
望刺激这些区域市场成交，提高市场
成交量。另外，根据中原地产研究院
的监测数据，新政发布后，北京五环
外成交量和到访量都明显放大，热门
板块的典型项目，如顺义后沙峪、昌
平南等区域热度均明显上升。

同在售楼中心了解楼盘情况的
许女士告诉记者，她本来需要等五
环内的“老破小”卖出后才能购买新
房，《通知》发布后突然有了购房资
格，就趁“五一”假期来看看新房。
虽然房子一直在二手房交易平台上
挂着，但她目前并不着急出手。

许女士的情况并非孤例。记者
从位于海淀区的二手房销售中介处
了解到，《通知》发布后，近期北京市
二手房的挂牌量已有所下降。“这几
天我们平台挂牌的二手房少了几千

套，降价的也变少了。”该中介对记者
表示，《通知》对有置换需求的人群影
响更大，很多希望进行置换的客户不
再急于出售手中的二手房源。

记者查询相关数据发现，截至5
月5日发稿时，某二手房平台北京房
源挂牌量为142368套，较4月29日的
146150套下降近四千套。

“二手房挂牌量下降，与购房者
的预期有关。在市场预期向好的情
况下，卖家的心态也会比较平和，同
时在价格方面的预期也会提升。”易
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手
房挂牌量的下降说明市场对于政策
有所反应，是一个好现象。

从新房销售来看，前述位于海
淀区的二手房销售中介对记者表
示，由于目前北京存在新房二手房
价格倒挂的情况，且五环外还有不
少新盘可供选择，因此，《通知》显然
更利好五环外的新房销售。

“应该说，五环外早已成为北京
新房供应主力区域，《通知》的出台
有利于释放增量去库存。”58安居客
研究院副院长李震如是说。

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由于此次北京限购政策的优化

是以五环作为分界线，因此，相较于
五环外的“热闹”景象，五环内的看
房到访量相较之下明显冷热不均。

“虽然新政出台后，会释放一定
的改善性需求，但目前南四环看房
到访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北京丰
台区某房产中介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部分购房者来说，即便新
政降低了购房门槛，但其仍要通过

“卖旧买新”来实现改善性置换。“还
是希望房子能尽快卖出去。”正在二
手房平台上挂牌出售房产的赵女士
对记者说，就算有资格置换新房，目
前也需要通过出售现有房产来腾出
资金。因此，期待未来北京出台更
多房地产支持政策。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
文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预计，未来，北京房地产政策依
然具备优化空间，渐进式优化或成
主基调。从支持刚需和多样化改
善性住房需求角度，以及城市未来
发展空间格局的角度看，未来北京
市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面积段、不
同区域的限购政策仍有优化预
期。此外，一些在过去房地产市场
过热阶段出台的已不符合当下市
场环境的限制性政策，未来有望陆
续得到优化调整。

实探“五一”北京楼市：
五环外现“热闹”景象 改善性购房需求大

本报记者 李豪悦

截至5月5日17时，灯塔数据显示，2024
年五一档票房15.07亿元，接近2023年同期的
15.21亿元。原本定档11部电影，但随着《怒
海营救》《特技狂人》《小倩》《没有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事》先后撤档，五一档收官时电
影数量已减少到7部。

这也是今年继春节档后，年内再次出现
同一档期多部影片撤档的现象。

“撤档问题频现，反映了电影市场竞争的
激烈和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电影市场对于
档期的选择和排片策略越来越看重。”中娱智
库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高东旭向《证券日报》
记者说。

“今年五一档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虽然有多部影片撤档，但剩下的影片在票房
上仍然取得了较好成绩。并且整体票房相对
平均，这说明观众需求比较多元。”高东旭说。

灯塔数据显示，2024年五一档票房前三
分别为《维和防暴队》《末路狂花钱》《九龙城
寨之围城》，票房分别为3.96亿元、3.75亿元、
3.18亿元，差距并不悬殊。三部影片的出品
及联合出品方包括万达影业、阿里影业、欢瑞
世纪、中国电影及横店影视等多家上市公司。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五一档没有口碑非常
爆的“领头羊”电影出现。《维和防暴队》映前
被寄予厚望，但是最终表现一般，豆瓣评分持
续走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不少电影从点映开始
就主要瞄准下沉市场。例如，《末路狂花钱》最
初的路演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九龙城寨之
围城》则集中在两广区域；5月5日才宣布撤档
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最初公布的
20个点映的城市，也避开了北上广深。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表示，今年
五一档三四线城市票房占比接近四成。此
外，“五一”假期首日，临场购票的观众比例较
高，接近七成，观众的购票决策时间相比以前
更滞后，更喜欢在当天临时决策观影。

5月5日，《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宣
布撤档的消息冲上热搜第一。事实上，《没有
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是五一档主出品方数
量最多的电影，高达16家。唐德影视、百纳千
成两家上市公司也是主要出品方之一。

但是截至5月5日，该电影票房不及6000

万元。官方微博宣布撤档时提到“自上映以
来，因为各种环境因素，导致影片没有与更多
的观众见面”。

北京丰台区一家万达影院经理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事》5月5日的场次放映完之后就不再放映了，
目前开放的场次已经标注了点映。一般都是
电影上映前才进行点映，节假日上映五天还
标点映的不多见。”

今年五一档撤档的电影并非只有《没有
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光线传媒出品的动
画电影《小倩》在五一档开启前就宣布撤档。
出品方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应，《小倩》撤档
主要因为两个因素：一是今年五一档上映的
影片数量多达十余部，导致很多影片排片比
例较低，同时营销成本又大幅度上升；二是
上映时间距《小倩》制作完成的时间较短，
相关营销宣传还未完全展开，市场热度有
待提升。

“但两者之间仍有区别。《没有一顿
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是全程参与五一档
后才撤档，观众基本都知道电影内容，
口碑评分也已经公开了，后续再想收获票
房会变得非常难。参考春节档撤档又
上映的几部电影，最
后效果都不好。
而《小倩》在
正式上映前
撤档，还有
再来的机
会。”张毅
说。

五一档总票房破15亿元 前三名进账差距不大

杜雨萌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特别是假日消费，既
是观察消费市场走势的重要窗口，也是透视
中国经济活力的微观切口。多项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居民出行意愿稳中有升，消
费市场快速升温。

从出行来看，国铁集团数据显示，随着居
民出行旅游意愿强烈，铁路客流呈现强劲增
长态势。5月1日至5月5日，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9149.9万人次。其中，5月1日创单日
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另外，携程数据也显
示，今年国内旅游市场不仅在去年同期高位基
础上保持稳中有增态势，且呈现出更为积极的
内部结构性变化：即入出境游增速高于国内
游，下沉市场增速高于一二线市场。来自携程
租车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整体国内
租车自驾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30%。

无论是出行车票的“秒没”，各大热门景
区门票的售罄，还是热门商圈的“人从众”，都
体现出“流动的中国”活力满满。熙熙攘攘的
人流不仅引爆了旅游市场，也同步带火了餐
饮、住宿等相关行业。

美团 5 月 4 日发布的五一假期“吃喝玩

乐”消费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全国本地生
活服务消费同比增长25%，全国餐饮堂食订
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73%。飞猪发布的

《2024“五一”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从人均预
订量看，今年“五一”同比去年增长了12%，其
中用车、酒店等服务人均预订量增幅更明显；
人均消费金额也同比去年增长19%，其中高
星级品牌酒店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约两成。

一组组亮眼的消费数据折射出我国文旅
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巨大潜力，以及中国
经济强大的内生动力。在笔者看来，今年“五
一”假期，居民消费意愿明显升温，充分彰显
了人们对当前消费市场的信心。

为进一步增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主引
擎”的作用，笔者认为，后续进一步激活我国消
费市场潜力，应从三方面协同发力：首先，在服
务消费方面，各地可结合本土资源，进一步挖
掘彰显“个性”的特色旅游项目或“体验式”活
动，推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其次，在大宗消费
方面，对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涉及的汽车、家电
等重点品类，各地在进一步明确支持范围和补
贴细则基础上，要继续开展好促消费活动；最
后，在新型消费方面，既要在产品提质升级上
下功夫，还要扩大有效投资，培育体育赛事、国
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激发新需求。

“流动的中国”活力满“五一”消费意愿大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