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游客出游更趋理性

文旅行业蓬勃向上

“追着赛事来杭旅行”

市场持续修复

中小城市游客增长迅速

“超级黄金周”点燃出游热情 文旅融合创新业态助力假日经济

演出业态成复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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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目的地之外，相较长假期

间到热门目的地出游，一些季节性

短期“旅居”方式正日渐成为游客

出游新选择。

“根本没考虑中秋国庆长假，

今年 9 月份就和朋友在云南大理

周边村镇短租了一间民宿，租金

1500元/月，两个人承担几乎没什

么压力，日常出游之外，已经在这

边报名了驾校培训，打算考下驾照

后再考虑回京。”在北京工作的张

峰（化名）告诉记者，因为工作相对

自由，今年一直计划一段长期旅

游，综合考虑各项成本后决定在大

理旅居几个月。

此外，游客出游消费也渐趋理性。

“从人均收入来看，今年中秋

国庆假期每人次旅游收入较2019

年略有差距。”杨畅指出，仅看国内

游部分，根据文旅部公布的数据计

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每人次旅游

收入约为912.1元，而根据文旅部

公布的人次和收入的增速数据，折

算出2019年国庆假期每人次旅游

收入约为935.5元。

“另外，由于收入是量和价共

同构成，需要考虑价格因素。”杨畅

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旅游

CPI 数据，以 2018 年 12 月为基期

100，通过环比数据推算旅游 CPI

指数，计算出 2023 年较 2019 年的

涨幅，自 4 月份以来，旅游价格较

2019年同期的涨幅始终超过15%，

价格对旅游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

去哪儿大数据则显示，今年用

户预订酒店前平均搜索量为 15

次，较2019年平均增加7次；涨幅

平缓且性价比优势更为突出的高

星酒店，成为用户反复比价之后的

新选择，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非一线

城市高星酒店预订量增长尤为明

显，徐州、南昌、柳州、台州、洛阳、

上饶、威海、泉州等城市高星酒店

预订量增幅超2019年同期4.7倍，

其中徐州同比增幅最高达5.2倍，

南昌、柳州、台州同比增幅超5倍。

“可以发现当前旅客更理性

了，他们要便宜，又要品质，还要服

务好；会玩能花，但是要货比三家，

绝对不交智商税。这些视旅行为

‘刚需’的人，将是未来旅游的主力

军。”肖鹏认为，面对相关变化，旅

游行业商家提供更低价格、更好服

务，才能让行业可持续发展。

9月29日，金桂飘香，层林尽

染。在这个中秋团圆日，南京猫

头鹰音乐节在天生桥景区火热

开唱。

记者采访获悉，南京猫头鹰

音乐节为期2天，日均人流量超过

3万人。在音乐节期间，天生桥景

区暂停常规售票，全方位保障音乐

节的顺利进行。同时，还为首日参

加音乐节的乐迷赠送南京大报恩

寺遗址公园的免费门票。

据统计，中秋国庆假期，景德

镇、佛山、常州、邯郸、镇江、南阳

等地共举办了 41 场音乐节。音

乐节不仅成为各地文旅的“顶

流”，也是各大景区招揽游客的

“招牌”。

例如，10 月 1-2 日，2023 长

江·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江浙沪

站在镇江新区心湖公园开唱。两

天内，共吸引全国 6 万乐迷齐聚

镇江；10 月 1-4 日,为期 4 天的第

七届太湖湾音乐节在常州嬉戏谷

成功举行，作为国内最具规模和

影响力的音乐盛事之一，共有超

10万人参加。

除音乐节外，丰富多彩的演

出表演也为假日增色不少。10月

2日，在《拔根芦柴花》与《康康舞

曲》的旋律中，2023南京森林音乐

会在南京中山陵音乐台落下帷

幕。5天5场的音乐节活动，共有

近 400 位艺术家参与演出，吸引

了超10000名线下观众，线上观看

量超2500万人次。

宋城演艺旗下的 11 大千古

情景区，也在假期化身狂欢世

界。统计数据显示，11大千古情

景区合计演出 338 场，是 2022 年

同期的 384.10%、2019 年同期的

125.19%。其中，单日最高演出数

达59场。

宋城演艺相关负责人表示，

《西安千古情》连续多天单日演出

8场，至今仍是西安唯一一部全面

展示周秦汉唐文化的旅游演出；

杭州宋城则开启“亚运模式”，亚

运碰撞宋韵让来自全球的游客在

此“万人同唱一首歌”；桂林千古

情景区则在携程等热门榜单中位

居第一，演绎高科技舞台与民族

风情的完美碰撞。

戴斌分析认为，从各项微观

结构性指标来看，旅行旅游和接

触性消费正常化政策的边际效应

正趋于递减，旅游经济开始步入

市场内生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在科技、创意、投资和企业家信心

的共同作用下，旅游经济将稳步

转入理性繁荣的新阶段。

本报记者 郭阳琛 张家振 上海报道

“超级黄金周”叠加杭州亚运

会，让良渚、西湖、大运河、钱江潮等

杭州市热门景区再次火热出圈。

而在200多公里外的江苏省南

京市，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人头攒

动、灯火璀璨，不时传来的民谣歌

声引得众人不禁驻足；在中山陵音

乐台景区，南京森林音乐会浪漫上

演，东西方文化和艺术在此碰撞、

交融。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

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业态加持下，

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全国旅游

市场交出了热度颇高的答卷。经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 8

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8.26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71.3%；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7534.3亿元，按可比

口径同比增长129.5%。

“各地政府和企业界争相从文

化和旅游融合中寻找假日经济消费

增长点，‘旅游+文化’‘旅游+体育’

等形态不断推陈出新。”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杭州亚运会热

潮向各地传导，各地健身场馆免费、

低收费政策力度加强，不少人选择

“运动+旅游”的休假模式。同时，

全国各地 40 余场音乐节和各类演

唱会、音乐会，让“音乐+旅游”得以

由可能的概念导入现实的市场。

高铁一票难求、景区预约已

满，到处人山人海、车水马龙，这是

黄山风景区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的真实写照。

9 月 30 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黄山风景

区今年接待游客量已突破历史最

高点 350 万，提前 3 个月超过 2019

年全年游客接待量，创下历史新

高。而整个“超级黄金周”期间，黄

山风景区共吸引了19万余名游客。

这只是全国文旅行业蓬勃向

上的一个缩影。据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统计，今年中秋国庆假

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 亿人

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71.3%，按

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增长 4.1%。其

中，重点监测的326家5A级旅游景

区接待游客人数，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88.7%。

携程统计数据也显示，中秋国

庆假期，国内游订单同比增长近 2

倍。机票、酒店、门票、民宿、租车、

邮轮等旗下业务也大幅增长。其

中，门票、民宿订单均同比增长超2

倍，邮轮订单同比增长超6倍。

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确

定性长假，游客较早提前预定行

程，并带动跨省游、长途游占比显

著提升。其中，跨省游订单占比达

51%，同比去年增长 2 倍多；3 天以

上的团占跟团游总量一半，同比去

年增长超 4 倍；长途游订单占比

39%，同比去年增长超2倍。

“假期国内游客出游半径189.5

公里，同比增长59.6%；游客在目的

地的平均游憩半径为17.9公里，同

比增长 86.0%。”戴斌表示，城市人

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航

空、高铁、高速公路网络仍然是影

响旅游经济的底层逻辑。随着常

态化旅行和接触性消费政策的实

施，游客出游距离和目的地休闲半

径明显增长。

戴斌还表示，假日经济既有热

门城市、头部景区、网红街区的“人

从众”，也有反向旅游、平替旅游、

治愈旅游的“45 度躺平”；既有“特

种兵”式、集章、打卡旅游，也有欣

赏近处美丽风景、体验日常美好生

活的本地度假模式。

正因如此，“小城市松弛游”更

受年轻人青睐，不少小众旅游城市

也开始“火爆出圈”。去哪儿网统

计数据显示，包括邯郸、洛阳、柳

州、淮安、伊春等在内的全国“小机

场”城市酒店预订间夜量同比2019

年增长超 6 倍，其中高星级酒店预

订间夜量增幅明显，较2019年同期

增长8.8倍。

携程数据则显示，淄博、延边、

防城港、酒泉、南阳、广元、承德、伊

春、曲阜、乌兰察布等国内小众旅

游目的地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倍。

“我们从北京赶来杭州亚运

会观赛，趁着比赛间隙‘打卡’杭

州市的名胜古迹。”李惟（化名）告

诉记者，在10月1日至4日期间，

其和家人观看足球、篮球、排球和

田径等多项赛事。“这也是我们第

一次来到杭州市，9 月 28 日便连

夜飞抵，10月6日返京，为的就是

能多些时间四处游玩。”

像李惟这样的大量体育迷

“跟着赛事来杭旅行”，也让杭州

市的文旅消费热度水涨船高。

银联统计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

期，杭州市涉旅消费 193.289 亿

元，按照可比口径较去年增长

64%，较 2019 年增长 16%。其中，

外来涉旅总消费金额为 57.9 亿

元，按照可比口径较2022年同期

增长34%。

亚运会是体育竞技的舞台，

也是文化旅游的盛会。杭州市文

广局党组书记、局长楼 捷表示，

在紧张的比赛之余，运动员和技

术官员们已经沉浸式地感受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热情打卡了杭

州市宣推的100条亚运旅游线路

和 50 个亚运人文体验点，良渚、

西湖、大运河等三大世界文化遗

产和举世闻名的钱江潮再次火

热出圈。

据介绍，以“看亚运·游杭州”

为主线，杭州市在亚运村及接待

饭店等地设置旅游咨询服务点，

提供细致周到的旅游咨询服务；

在亚运村精心打造文化小屋，集

中展示浙派古琴、西湖绸伞、剪

纸、雕版印刷、龙井茶、南宋官窑

瓷等近600个非遗项目；推出“文

艺秀全城·赋美迎亚运”文艺赋美

展演活动，赛场周边、景区入口、

商场街区等处，街舞、音乐会等文

艺演出轮番上演。

记者注意到，中秋国庆假期，

杭州市各区县在历史文化街区、

重点商圈、主要景区等区域开展

多姿多彩的亲子之旅、美食体验

等活动。例如，河坊街、拱宸桥

西、大兜路、小河等历史文化街区

人头攒动；武林商圈、湖滨商圈、

钱江新城商圈为主的重点商圈出

现消费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10 月 10 日，

杭州市发放了第三期文旅大礼

包，每份大礼包有景区免费、地

铁免费和电话畅聊的权益。此

前，杭州市已经用数字化手段向

全球发放了100万份亚运文旅大

礼包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共计60

万份。

“在亚运会后，杭州市将继续

深化杭州文旅千人推广计划以及

城市漫步项目，凸显文明胜地、文

化高地的独特魅力，打造文化体

验之城；释放文体旅产业融合新

动能，助力打造国际赛会之城；放

大智能亚运优势，把数字化的能

力转化为让市民游客有感的高

效、简约、便捷的文旅产品，积极

打造数字文旅之城。”楼 捷进一

步表示。

本报记者 庄灵辉 卢志坤 北京报道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结束，2023

年的法定节假日暂告一个段落。

《中国经营报》记者盘点发

现，今年以来，尤其从历次法定

长假情况来看，国内旅游市场

呈现持续升温态势，出游人次

及实现旅游收入等数据持续增

长，较 2019 年同期也出现明显

修复迹象。

此外，今年以来，游客出行方

式与出游目的地选择以及旅游消

费等更趋理性，热门目的地旅游

市场强势复苏的同时，更具性价

比的中小城市游客也增长迅速，

周边乡村度假以及Citywalk热度

不减，季节性短期“旅居”等旅游

方式渐成游客新选择。

“从年内情况来看，出游意愿

呈现持续修复的特征。”中泰证券

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上海

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首席专家杨畅指出，从今年“五

一”假期、暑期以及中秋国庆假期

日均出游人数来看，今年国内出

游意愿呈现持续修复特征。

回看今年“五一”、端午、暑

期、中秋国庆等历次假期，国内出

游人次与实现旅游收入等数据呈

现递增态势，较 2019 年同期也有

所修复，旅游市场正持续复苏。

文旅部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按

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9.09%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1480.56 亿元，同比增长 128.90%，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100.66%。

端午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32.3%，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11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3.10

亿元，同比增长 44.5%，按可比口

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4.9%。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旅

游出游人数 8.26 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同比增长71.3%，按可比口径

较2019年增长4.1%。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7534.3 亿元，按可比口径

同比增长 129.5%，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增长1.5%。

对比来看，相关数据整体呈

现递增态势，其中，今年中秋国

庆 假 期 国 内 旅 游 出 游 人 数 较

2019 年增速低于今年“五一”及

端午假期，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较

2019 年增速则高于今年“五一”

及端午假期。

“根据文旅部公布的数据计

算可知，今年‘五一’假期5天，日

均出游人数约为 5480 万人次；中

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出游人数约

为10325万人次；另据中国旅游研

究院发布的《2023 年暑期旅游市

场监测报告》，今年暑期（6 至 8

月），国内旅游人数达 18.39 亿人

次，日均出游人次约为 1998 万人

次。”杨畅指出，从今年历次假期

日均出游人数情况来看，今年以

来国内出游意愿正持续修复。

此外，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中

秋国庆假期，国内旅游订单同比

增长近2倍，较今年“五一”假期增

长一成；去哪儿大数据也显示，今

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游、小众目

的地的订单量增幅明显，环比今

年“五一”假期增长3倍。

“三年疫情后，供给侧重启需

要时间，但旅客需求已经爆发，行

业只能一边加紧恢复，一边支撑

服务。”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

员肖鹏分析认为，今年年初时酒

店价格猛涨，“五一”前高铁一票

难求，时至中秋国庆，高铁车次增

加，节前捡漏机票重现，小众目的

地重回视野，种种数据表明旅游

市场已恢复正常。

不过，从历年国内出游日均

人次来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

内出游的日均人次较2019年同期

仍略有差距。

“2023 年中秋国庆假期国内

出游 8.26 亿人次，根据文旅部公

布的增速数据，较 2019 年增长

4.1%，按照该增速折算出 2019 年

国内出游约为 7.93 亿人次。但

2019年国庆假期是7天，计算出日

均约为 11335 万人次，较 2023 年

高约 9.8 个百分点。如果根据文

旅部 2019 年公布的数据，共接待

国内游客 7.82 亿人次，计算出日

均约为11171万人次，也高出2023

年8.2个百分点。”杨畅表示。

从各地情况来看，今年以来

热门目的地旅游市场呈现持续火

热态势。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

京市接待游客1187.9万人次，按可

比口径同比增长48.9%，比2019年

增长 12.9%；旅游总收入 155.7 亿

元，同比增长108.2%，比2019年增

长 21.9% ；游 客 在 京 人 均 花 费

1310.6元，同比增长39.9%，比2019

年增长8.0%。

今年“双节”河南省旅游收入

增速也颇为可观。数据显示，今

年中秋国庆8天假期，河南全省接

待游客 8480.1 万人次，为 2022 年

的212.2%，为2019年的127.9%；实

现旅游收入587.6亿元，为2022年

的306.4%，为2019年的117.1%。

去哪儿大数据则显示，今年中

秋国庆期间，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

订量较疫情前增长近五成，国内热

门城市酒店预订量较疫情前增长

2倍，热门目的地Top10为北京、成

都、重庆、上海、长沙、西安、杭州、

广州、武汉、南京。

热门目的地旅游市场持续火

热的同时，今年以来游客出行方式

与出游目的地的选择更趋理性，更

具性价比的中小城市游客在多次

假期频迎高峰。

去哪儿大数据显示，今年中

秋国庆期间，三四线城市旅客较

疫情前增长近七成；国内“小机

场”城市旅客量上升明显，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飞往辽宁丹东、广

西河池、浙江舟山、江西景德镇

的机票预订量较 2019 年“十一”

增长三成以上，飞往吉林白城、

浙江衢州、四川巴中、四川甘孜

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较 2019 年

“十一”增长1倍以上。

“小机场间航线密布，将小城

市与大城市有效串联，为旅客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过去交通不便的景

区，如今可轻松到达。”去哪儿方面

指出，当前小城市旅游服务能力明

显增强，去哪儿营业中的高星（五

星级/豪华型）酒店覆盖城市为322

个，当前三线以下城市覆盖率达

96%；相较大城市，这些城市高星

酒店的价格更便宜，在去哪儿平台

上，超过 50 个城市高星酒店价格

在500元以下。

游客消费更趋理性

随着常态化旅行和接触性消费政策的实施，游客出游距离和目的

地休闲半径明显增长。

亚运会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旅游的盛会。

音乐节不仅成为各地文旅的“顶流”，也是各大景区招揽游客的“招牌”。

夜幕降临，南京夫子庙游人如织。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游客量达到318.9万人次，在全国5A级景区中排名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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