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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雪中掘金”
本报记者 黎竹 刘旺 北京报道

当下，“东北全面振兴”成为热

议话题。据旅游平台数据，今年中

秋国庆假期黑龙江旅游订单量同比

增长超6倍。

不可忽视的是，冰雪消费的

发展助力了东北地区经济振兴。

近年来，凭借丰富的冰雪资源，受

北京冬奥会的辐射影响，冰雪运动

成为东北地区发展的特色产业，且

这一产业潜力巨大。《中国冰雪产

业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预

计到 2023 年年末，中国冰雪运动

产值将达到 8900 亿元，2025 年将

达到 1 万亿元，占整个中国体育总

产值的五分之一。同时，度假酒

店业态也逐渐走向成熟，加上民

俗、民宿、烧烤等休闲消费的加

持，东北地区“冰雪+”模式的市场

增长空间较大。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认为，东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丰富，赋予冰雪产业加持效果，此

外，冰雪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休闲

运动方式，发展前景广阔。因此，东

北地区可借助“冰雪运动+”、酒店

度假、烧烤餐饮、文化 IP 等一体化

模式，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随着

人们对休闲度假、文娱演出的需求

不断增加，相关产业有望迎来快速

发展。

“冰雪热”涌向东北

日前，央视黄金档热播剧《父

辈的荣耀》受到大众关注。剧集

开篇，航拍长镜头从一棵大树推

向广袤森林，展现了林场从万木

吐翠到层林尽染、茫茫雪原的四

季变化过程。

实际上，《中国经营报》记者注

意到，除了已拍了十六部的《乡村

爱情》外，近年来东北地区题材的

影视不少，今年《漫长的季节》《平

原上的摩西》等剧都激起当下年轻

人前往东北旅游消费的热情。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3 中秋

国庆旅游消费趋势预测报告》显

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游市

场增长迅速，其中黑龙江等以长

线游为主的省份相关旅游产品热

度同比涨幅均超过 300%。另有租

车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5 日，黑龙江中秋国庆订单的预

订量同比增长 10 倍以上，有望成

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最热的自驾

游目的地。

在北京互联网企业工作的阿

星向记者表示，“我已计划好假期

去东北赏秋，用休闲度假的方式切

实感受当地的民俗。”她还透露，已

提前购买了冬季长白山滑雪的酒

店相关套餐。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北京和

张家口区域、东北三省、陕西以及

新疆区域为主要的冰雪产业集聚

区。业内专家指出，长白山地理位

置优越，山体走势、坡度等有很大

优势；冰雪资源优势也明显，有长

达6个月的超长雪期（每年11月到

次年4月末）。由此，近年来，东北

地区滑雪相关产业不断发展。

投资分析师付学军认为，东北

地区冰雪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重

要，除了驱动经济增长外，其意义

还在于为东北地区带来就业机会。

整体来看，冰雪运动产业的快

速发展，让“2025年1万亿元”的目

标即将变为现实，也为推动东北地

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优渥的条

件。8月刚成立的马迭尔文旅投资

集团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冰雪旅

游行业龙头优势，加快推进冰雪旅

游、景区建设运营、创意设计、宾馆

酒店、食品餐饮、文旅投资等六大

板块建设。

柏文喜认为，东北地区应通过

多种方式扩大冰雪运动的影响力，

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他提到，“比

如加强冰雪运动设施的建设和改

善，提高运动场地的质量和数量，

为体育爱好者提供更好的体验；加

强冰雪运动的宣传和推广，通过举

办赛事、培训等活动，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冰雪运动；可与相关企业和

组织合作，推出与冰雪运动相关的

产品和服务，扩大冰雪运动的影响

力和市场份额。”

掘金“冰雪+”

此前，按照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测算，2021~2022年冰雪季我

国冰雪旅游将带动冰雪特色小

镇、冰雪文创、冰雪运动、度假地

产等相关产业的产值达到2.92万

亿元。在“冰雪经济”迎来风口

之时，如何抢抓冰雪旅游、冰雪

消费、冰雪赛事、冰雪运动培训等

商机，成为拥有冰雪资源城市思

考的一大命题。

柏文喜指出，东北地区可借

助“冰雪运动+”、酒店度假一体化

模式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对

此，柏文喜建议，比如，秋冬季节

风景独特，可抓住机遇吸引更多

的游客，可通过举办冰雪节、冰雪

嘉年华等活动，多方位展示东北

地区秋冬季节的独特魅力。

冬奥会过后，如何利用冰雪

运动的影响力赋能其他产业成为

更重要的挑战。

基于冰雪的酒店、休闲运动

等相关消费产业是最明显的商

机。消费大数据显示，我国目前

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有意愿进

行长距离的冰雪旅游。“滑呗”

App 和马蜂窝大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期间，吉林市北大湖、万科

松花湖、通化万峰、长白山万达

等滑雪度假区在全国记录滑雪

里程数中均进入前十，其中北大

湖排名第一。

实际上，研学、住宿、体育、农

业等产业的发展也赋予了东北地

区突破秋冬、延展到四季的旅游

经济发展。比如，天定山旅游度

假小镇已成为集四季旅游、研学、

体育、住宿、农业为一体的一站式

四季旅游度假小镇。记者从相关

部门处了解到，吉林市万科松花

湖度假区、通化万峰滑雪度假区、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等滑雪场

均开启“夏季模式”，实现冰雪旅

游和避暑休闲同步发展。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

创始人兼CEO张庆认为，冬奥会

过后，冰雪产业的长足营销要立

足于空间和时间，在空间上，线上

制造热搜话题，通过社交平台培

育更多冰雪 KOL（关键意见领

袖），输出更多优质冰雪运动内

容；在时间上，“造节造传统”，将

春节与冰雪运动长期融合，目标

是让过年“去滑雪”跟“逛庙会”

一样，成为最有年味的传统节日

活动。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跟着演

出去旅行”依然是年轻人热衷的

娱乐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各地的演唱

会、音乐节累计近百场，这也充分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热度。有专家

建议，音乐节、民俗节以及各种体

育赛事的多元化文娱活动，有助

于年轻人的消费力得到进一步释

放。目前这类活动与酒店、餐饮

消费逐渐融为一体，拉动了城市

经济增长，但仍需进一步用政策

补贴或者发行消费券的方式来支

持相关地区和企业。

记者还注意到，9月20日，黑

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中

秋国庆假期“开心游龙江”十条

措施》中也强调，将充分利用博

物馆、剧院、体育馆、音乐厅等载

体，根据游客需求，配套举办各

类展览展演、演唱会、音乐会、体

育运动等活动，促进多产业融合

发展。

据了解，马迭尔文旅投资集

团计划以文化、旅游、体育、创意

设计为内核，通过扩大马迭尔“老

字号”品牌影响力，全力打造哈尔

滨市冰雪经济新引擎。

据其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以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等为平台，构

建节庆、赛事、活动全产业链品牌

体系。未来将逐步形成集冰雪旅

游、创意设计、宾馆餐饮、食品加

工、体育赛事等产业于一体的文

旅产业新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全国连

锁企业也开始抓住“冰雪+”发展

的机遇进行布局。

其中，蜜雪冰城在哈尔滨以

大雪王冰雕建设了冰雕艺术、娱

乐活动、文化交流和住宿选择的

奇妙世界。据了解，蜜雪冰城结

合品牌IP参与世界冰雕展览，开

发出滑冰、骑马、狗拉雪橇等娱乐

活动和烟火节表演，消费者也可

以享受到官方指定的多种类型酒

店和住宿。

此外，记者注意到，今年三夫

户外在沈阳丁香小镇、通化万峰

滑雪场都做了市场渠道布局。在

三夫户外发布的2023年半年度报

告中，其表示今年上半年华北地

区实现销售额的大幅增长。

此外，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

者，东北独特的影视文化资源也

值得深度挖掘，早就有投资者调

侃，“潮玩的顶流是乡爱”。典型

的例子是，展现东北乡村的系列

剧《乡村爱情》是一个具有完整故

事线的大影视 IP，2021 年 3 月其

文创盲盒刚上线就一售而空，相

关话题 #乡村爱情出盲盒了# 冲

上微博热搜榜，许多网友表示“许

愿抽到刘能”。

清华大学品牌营销高级研究

员孙巍指出，年轻消费者永远是消

费的主流势力，也在引领新的消费

趋势。冰雪运动作为年轻人的主

战场，抓住它也就意味着抓住了年

轻的消费者。因此，各方要从顶层

战略设计上布局，才能真正拓宽

“冰雪+”市场发展边界。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境内注

册的经营冰雪旅游相关业务的企

业数量在近 3 年的平均增幅为

15%。从企业注册分布情况来看，

黑吉辽三省注册企业数量达1500

家以上。

假期餐饮消费持续恢复 品牌化连锁化成未来趋势

餐饮消费火热

美团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

根据 10 月 5 日美团发布的消费

数据，全国服务零售日均消费规

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53%，迎 5

年来最旺“十一”，其中，全国餐

饮堂食消费规模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 254%。

海底捞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

从2023年9月29日到10月6日的8

天里，海底捞门店接待顾客超1300

万人次，日均到店客流同比2019年

国庆期间增长超过 70%。相关数

据显示，长假期间海底捞门店客流

最大的城市是北京，共计接待顾客

超过 60 万人次；在热门旅游城市

中，天津的客流增长接近100%，杭

州、无锡等地靠近景区的海底捞门

店日翻台率则突破10次。

西贝餐饮方面向记者表示：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西贝莜面村

全国347家门店，累计接待客流超

260万人次，同比去年‘十一’黄金

周客流增长16%。”

呷哺集团方面向记者表示：

“旅游热门城市及旅游景点周边

餐厅屡创佳绩，例如呷哺呷哺大

兴国际机场餐厅，营收比去年同

期增长 3 倍以上，平均翻台率超

5.4 次。据该餐厅店长李存梅介

绍，为了满足大兴机场出行者的

需求，餐厅特地研发了早餐（煮烫

产品）、下午茶等产品，从早上6点

就开始接待顾客至晚上 10 点，午

餐和晚餐的高峰期都要排队。”

消费热度还体现在外卖端，美

团方面向记者表示：“美团外卖数

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北

京、上海等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外

卖订单火爆，异地订单最高增长超

141.9%。火锅、大闸蟹等节日特色

品类增幅明显。大闸蟹外卖订单

同比去年增长 62.2%，牛排外卖订

单同比去年增长 60.4%，火锅外卖

订单同比去年增长58.7%。”

对于中秋国庆假期餐饮，和

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

文志宏向记者表示：“今年假期

整体餐饮表现不错，这主要是长

假 旅 游 带 来 的 餐 饮 红 利 和 增

长。通过旅游带动了整体的餐

饮消费。”

艾媒咨询CEO张毅向记者表

示：“今年的中秋国庆对于餐饮企

业来讲非常好，出行人数、户外就

餐的同步增长等都为整个餐饮企

业带来巨大的机会。这是一个非

常好的现象，当然这也是国内消

费蕴含强劲内需的一个体现。但

是企业的势头能不能保持下去还

不能盲目乐观，接下来虽然整体

消费是在拉升，但是从整个消费

需求旺盛的情况来看，意味着竞

争会加倍进行。对于企业来讲，

要通过高品质高性价比以及良好

的服务来赢得更好的消费群体的

青睐。”

餐饮的恢复也体现在头部企

业的财报数据里，上半年，海底

捞取得营业收入 188.9 亿元，较

去年同期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增

长 24.6% ；经营性现金流 49.3 亿

元，同比增长 90.3%。呷哺集团

的资料显示，上半年呷哺集团营

收 28.46 亿元，同比 2022 年上半

年增长 32%；期内利润为 212 万

元，扭亏为盈。其中，呷哺呷哺

营 收 增 长 29.5% 至 13.77 亿 元 ；

营收同比增长 36.8%至 14.01

亿元。

文志宏指出：“今年以来，整

个餐饮行业的市场需求得到释

放，餐饮行业也得到恢复，尤其是

一些连锁企业和强势品牌的恢复

会更加明显，同时，一、二线市场

的恢复相对下沉市场也会恢复得

更快。”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餐饮企

业也在不断扩张。呷哺集团方

面的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呷

哺呷哺迅猛扩张，截至 7 月底，已

新开了超 100 家餐厅，平均每 12

个小时开设一家新门店。据呷

哺集团方面介绍，今年扩张新模

型采用的是“轻资产、高回报、高

坪效”模式，呷哺呷哺餐厅的面

积从 200 平方米调整至 150 平方

米左右，投资回报周期均控制在

14 个月以内。

杨国福方面此前对记者表示：

“海外拓展上面，2023 年是海外快

速发展的一年，杨国福集团计划在

年底前实现海外门店4倍扩张，开

辟并深耕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

区市场。”

对此，张毅表示：“头部餐饮

企业总体来说业绩都还不错，加

紧扩张也是顺势而为。但是在

扩张的过程中还是要学好做好

服务、培养好或储备好人才，这

些都非常关键。过去也看到，确

实有很多门店因为扩充的速度

太快，人才储备没跟上、服务参

差不一，导致大面积关店的品牌

也不在少数。所以扩张还是要

有度。还有一些品牌加速了海

外的拓展步伐，这也是有市场的

需求在推动，中国和各国家的经

济 贸 易 往 来 、文 化 往 来 越 来 越

多、越来越频繁，这对于中国菜

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对于海外的拓展，

选好机会、选好地址、选好商圈，

还是有机会顺势把中国餐饮文

化推广到全球。”

对于餐饮企业未来发展的趋

势和建议，文志宏向记者表示：

“餐饮行业后续几年依然会保持

整体的增长，但整个市场竞争会

越来越激烈，竞争门槛会越来越

高。通常来讲，餐饮行业是一个

进入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好非常

难、要长期生存发展非常难的行

业。未来行业的进入壁垒、竞争

壁垒会越来越高，品牌化、连锁化

会是餐饮行业的一个必然趋势，

与此同时，因为餐饮行业是属于

直接面向 C 端的体验性的消费业

态，创新能力很重要。此外，要支

撑品牌长期发展和连锁规模化发

展，系统化的连锁运营管理能力

十分重要。”

业绩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钟楚涵 蒋政

上海报道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测算，中秋节、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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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9 年增长 4.1%。根据

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中

秋国庆节日期间全国重

点零售和餐饮企业的日

均零售额比去年国庆假

期增长8.6%。

来自海底捞、西贝餐

饮 、呷 哺 集 团 的 数 据 都

显 示 ，中 秋 国 庆 假 期 销

售数据十分火爆。今年

以 来 ，餐 饮 行 业 不 断 恢

复 ，这 也 体 现 在 企 业 的

财务数据上，海底捞、呷

哺呷哺等企业的业绩都

在持续增长。

餐饮行业分析师林

岳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表示：“随着旅游的爆发

和 假 日 经 济 的 持 续 活

跃 ，餐 饮 作 为 基 础 服 务

最 先 收 获 了 红 利 ，各 大

企业的增长都能说明这

个现象，头部品牌、腰部

品牌基本都有强劲的复

苏。整个行业基本都是

向上的趋势。”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北京和张家口区域、东北三省、陕西以及新疆

区域为主要的冰雪产业集聚区。

冬奥会过后，如何利用冰雪运动的影响力赋能其他产业成为更重要的挑战。

10月1日，北京前门餐饮老字号成为游客聚集区。 视觉中国/图

“北上滑雪”成为众人出游潮流。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