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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多项指标创新高，电影
票房和人次破纪录，餐饮、汽车、家
电等消费亮点纷呈……龙年春节刚
过，各大平台纷纷亮出成绩单，一组
组消费数据折射出国内旺盛的消费活
力，也让中国龙年迎来了经济“开门
红”。

■开门红：国内消费市场
一片“热辣滚烫”

热门餐厅等位上千桌、庙会大集
人头攒动、多个景区门票售罄、县城
住宿一房难求……2月 15日，美团
发布的2024春节“吃喝玩乐”消费
洞察显示，生活服务业实现“开门
红”。春节假期日均消费规模同比增
长 36%，较 2019 年增长超 155%，
广东、江苏、四川、浙江、山东等省
份消费规模居全国前列。

“这哪是在过节，这是在打仗！”
提到今年春节，来自成都吼堂老火锅
的一位店长在朋友圈如是感慨。她所
在的门店有71张桌子，平均每天翻
台九到十轮，更是在美团平台上呈现
每天排队等位超过3000桌的火爆态
势。店内不断刷新的叫号提示，正是
各地堂食餐饮消费持续升温的缩影。
据介绍，从长沙火宫殿、北京四世同
堂到佛山的必吃榜餐厅“猪腰一
家”，多家餐厅假期客流爆满。

除了餐饮业，旅游出行、电影市
场、文艺演出等各个领域也都呈现出
一派火爆场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测算，春节假期8天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4.74亿人次，总花费6326.87
亿元，同比 2023 年、2019 年均大幅
增长。

2月 17日携程发布的 《2024龙
年春节旅行报告》 则显示，春节假
期，国内游、出境游、入境游多点开
花，同比分别增长近9成、4倍多、
3倍多，均超2019年同期水平。“春
节假期，长途游订单占比达 46%，
跨省游订单占比57%，同比去年同
期均翻番增长。”携程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而从细分市场来看，东
北三省冰雪游、“山河四省”（山
东、山西、河南、河北）历史文化游
等掀起了新一轮的文旅热潮。在黑龙
江哈尔滨，8天接待游客超千万；大
年初一，“山河四省”旅游订单同比
增幅均超15倍。

旅游火热也带动整体消费持续向
好。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服务消费相
关 行 业 日 均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52.3%，旅游、住宿、餐饮服务消费
快速增长。电影业更是迎来“开门
红”，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为 80.16 亿
元，观影人次为1.63亿，相比2023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了 18.47% 和

26.36%，均创同档期新纪录。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美团提供数据

来看，四线以下地区消费同比增速最
快，下沉市场迎来强劲回暖，成为激发
假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返乡团聚、旅游过年趋势下，探索
小城年味、景区提灯夜游等个性化需求
引领消费不断升温、下沉。春节走亲访
友的流动热潮，带动了县域餐饮消费快
速增长。美团数据显示，江苏的常熟、
昆山、江阴、张家港以及山东的滕州成
为本地堂食订单量前5的县域地区，其
中，滕州的订单量较去年增速最快，达
173%。“从2023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
看，县域乡镇地区（不含市辖区）在美
团上有堂食套餐交易的餐饮商户相比
2022增长超53%。伴随着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国内县域地区的生活服务消费
潜力强劲，餐饮门店的在线化率也在稳
步提升。”美团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新活力：传统现代融合 消
费持续升级

一片“热辣滚烫”背后是国内消费
市场亮点纷呈、创意十足带来的消费持
续升级，也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

传统文化年俗产品、健康滋补年货
……纷纷成为春节消费中的C位，也成
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商务部发布的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龙元素饰品、新
中式服装鞋帽销量翻倍增长，国潮、国
韵、国货大放异彩。京东消费及产业研
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传统民俗产品
中，传统书法对联、龙灯、门神等产品
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42%。各大博物
馆、图书馆的龙年文创产品为春节增添

文化年味儿，故宫博物院的“万福集
瑞·福禄贺岁套装”以紫禁城过大年各
种礼仪与习俗为研发灵感，涵盖对联、
福字、门神、窗花等春节装饰，在京东
平台上销量超万件。拼多多汉服成交量
则比去年同期增长5倍，马面裙搜索量
是去年同期的23倍，新中式服装、发
簪搜索量更是去年同期的12倍。

传统年味与潮酷业态相结合，更是
让龙年新春创意十足。在重庆，重庆新
世纪百货联合美团、大众点评推出“潮
聚中国年”主题促销活动，通过平台补
贴、商家折扣等多重优惠，激活新春消
费潜力。在昆明，美团携手奶龙玩偶亮
相海乐世界，引发市民游客的打卡热
潮。在安徽，老凤祥银楼的上百家门
店，春节期间，创下美团日均成交过百
万的业绩小高峰。

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更是带动了国
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今年春节，
消费者对于健康的在意从消费上表现
得更为明显，不仅关注吃上的营养丰
富，也注重礼赠产品的健康养生属
性，各种由健康类产品组成的年礼成
为了热点。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期间，
仅黄瓜籽粉礼盒、枸杞原浆礼盒成交
额就同比增长超2倍，蛋白粉礼盒成
交额同比增长96%。零食上，消费者
越来越关注零食的健康化、功能化。
年轻人更爱低糖低脂类零食，坚果、
含维生素的果干、鸡胸肉干等低脂低
糖 类 零 食 的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幅 均 超
100%；此外，红枣黑芝麻丸成交额同
比涨幅超9倍，茯苓八珍糕、无糖黑
芝麻酥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2倍。

消费升级同时带动了消费者品质的

提升。拼多多提供的数据显示，智利车
厘子、丹东草莓、赣南脐橙等当季水
果，西北羔羊肉、进口牛排等牛羊肉，
哈尔滨红肠、金华火腿、广式腊肠等精
加工肉制品，以及高档进口海鲜礼盒、
坚果等优质年货在拼多多平台上迎来热
销。车厘子仍占据春节水果消费的C
位。拼多多年货节热销的为5斤原箱
装，热门店铺日均销量超5000单，同
比去年增长3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都是农货进
城，今年“海鲜下乡”则成了新潮流。
拼多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龙年
春节期间，县域及乡村地区的订单占比
超过北上广，大虾鲍鱼带鱼等优质海鲜
被端上乡村年夜饭的餐桌。以年货节期
间热销的智利帝王蟹为例，其销量同比
去年年货节期间增长达246%，拼多多
热销商家单品日销售额最高可达20万
元。拼多多平台上，阿根廷红虾、北极
甜虾、黑虎虾等海鲜礼盒同样在三、四
线城市热销。

龙年春节消费市场“亮点+新意”
迭出，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升
级。“春节假期，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
生活服务业消费向好，同时各地打造的
新型消费集聚区、节庆活动在促进消费
方面的效果愈加显著，‘餐饮+’‘文
旅+’等跨业态联动的场景大量涌现，
平台线上线下营销手段不断翻新，
2024全年消费市场有望持续升温。”美
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表示。

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
春节市场供需两旺折射出中国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的态势。伴随着消费潜力不断
释放，以及各项促消费措施的推动，将
为中国龙年经济持续添彩。

春节消费亮点纷呈
助力龙年中国经济乘势而上

本报记者 孙琳

“专门带女友来重庆打卡她心心
念念的洪崖洞夜景，白天还在山城巷
体验了爬坡上坎，到八一路吃了油辣
子冰淇淋，登上游轮观赏了两江风
景。”近日，从湖南远道来重庆旅游
跨年的游客张见波，直呼旅游体验太
棒了。

与游客笑得同样开怀的，还有商
家。烤匠麻辣烤鱼重庆区域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不少门店在假日期间都
是大排长龙，特别是观音桥大融城
店、解放碑店和光环店，甚至晚上
11点还有顾客在排队。

这仅仅是重庆假期消费市场火爆
的一个缩影。记者从重庆市商务委获
悉，假日期间，重庆各区县在“吃、
购、游、住、夜”五大方面迎来跨年
消费热潮。2024年春节期间，全市
紧扣围绕年货、年俗、年夜饭等新春
消费热点，整合“商文旅体健”资
源，组织一系列主题突出、特色鲜明
的促消费活动，营造浓浓的年味儿，
红火的消费潮，开启迎新消费“开门
红”。据监测显示，春节期间，全市
消费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2.4%。

创新消费场景，满足个性化
消费需求

渝中区举办2024渝中跨年迎新
消费节，推出“喜迎新颜·祥龙渝
中”等活动，推动消费市场进一步复
苏。据悉，近年来，渝中区将城市地
理视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
的独特优势，催生出一批“防空洞经
济”“江岸经济”“步道经济”等消费
新场景。

“特色消费场景的打造是建设多
元消费目的地、增强消费繁荣度的重
要举措，对于满足当代年轻群体多元
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
用。”渝中区政协委员、区商务委副
主任陈浩介绍说，渝中区充分集成

“立体山城、光影江城、魅力母城”
资源要素，培育特色消费场景，有力
推动了有渝中辨识度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区建设。

热闹非凡的繁华都市背后，“后
街经济”也在老城街巷中悄悄生长。

张雪和两位闺蜜刚下飞机，就直
奔“重庆小曼谷”紫薇路，随意走进
一间咖啡厅，坐在临街的窗下往外望
去，街面上随处可见与她们一样拖着
行李箱，直接从机场、高铁站赶来打
卡的年轻人。

“这里原本是一条老旧街区，随
着市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城市
居民对优美环境、美好生活等方面的
需求日益提高，多业态生活方式渐渐
成为新潮流。”站在紫薇路口，渝北
区政协委员、龙塔街道党工委专职副
书记谭万红将紫薇路的前世今生娓娓
道来。如今，随着100多家高品质、
多业态、风格化的特色小店集聚，这
里在实现社区商业提档升级的同时，
转身成为年轻人和外地游客的新选
择，被称为“小巷里长出的消费新地
标”。

高山“冷风景”催“热”体验
类消费

“在重庆看雪好稀奇哟！走，出
发去仙女山耍雪。”随着微信群亲戚
们的一声邀约，胡丹带上家人们来到
位于武隆区仙女山的高山雪场，滑雪
圈、打雪仗，还坐上了穿梭在“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冰雪美颜世界里的
红色小火车，畅意欢笑共度佳节。

依托冰雪产业，重庆武隆冰雪旅
游业发展显现勃勃生机。从2010年
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三届的仙女
山冰雪童话季，俨然成为了西南地区
独具盛名的冬季旅游盛事，每年都会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雪友，也带火了
武隆酒店、餐饮等行业。

“武隆做靓高山‘冷风景’，点燃
了冰雪‘经济热’。”武隆喀斯特旅游
产业集团总经理黄尊全表示，每年冬
季武隆均举办丰富吸睛的活动，环球
生态小姐大赛、雪地汉式集体婚礼、
七仙女汉服大秀、雪地彩色炫跑等，
丰富多彩的冰雪主题活动、浪漫壮观
的冰雪美景，为游客带来了一个个体

验感十足的冬季旅游盛会。

这座内陆之城，消费走向“国
际范”

开年第一天，在重庆创业的陈胜在
北滨路用“重庆名片”——火锅，接待
了远方来渝的客户。一锅沸腾起伏的红
油翻滚出地道的山城味道。小小的九宫
格里，有来自巴西的鸡爪、新西兰的毛
肚、越南的耗儿鱼，他自豪地介绍道：

“重庆火锅，烫遍全球。”
近年来，依托中欧班列的开行经

验，重庆率先发起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打通西部内陆最近出海通道，并通
过与中欧班列接驳，实现了“一带”和

“一路”牵手。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火
锅食材进口班列的开通，这些来自国外
的火锅食材，通过全程冷链，“坐”着
专列走上了重庆餐桌。

人潮涌动的重庆市“一带一路”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里，坐落着美国、英
国、法国、荷兰、俄罗斯、波兰、罗马
尼亚、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马来
西亚等众多国家馆。酒水饮料、服饰箱
包、家具家居、化妆品、保健品、工艺
品琳琅满目，为市民提供了更多国际化
的消费选择。

“线上引流+线下消费”，释放
消费潜力

上团购、开直播、做预售——元旦
至春节假期，重庆各大商店、景点、餐
饮店，在抖音、美团、大众点评推出多
种品类的购物卡团购和主题直播活动，
消费者可线上购买后到附近门店使用。
一系列线上线下联动、商品零售与服务
零售相融合的新玩法，打开了实体商超
参与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局面。

“电子商务作为新业态新模式，有
力促进了消费场景创新、体验提升和潜
能释放，是消费中的重要新增长点，带
动作用较为明显。”重庆市政协委员、
市商务委副主任王珏说，2023年，重
庆数字消费提速发展，新能源汽车、绿
色智能消费回暖，住餐、文旅消费全面
恢复，国潮优品和悦己消费快速增长，
服务消费成为新的蓝海，夜间消费持续
火热。利用线上消费引流优势，举办了

“重庆6.18电商节”“万物直播季”和
“网上年货节”等活动，组织全国知名
电商平台和重庆造新消费品牌，推出

“消费嘉年华”“金渝惠万家”等系列惠
民让利活动，发放全市专属消费券总金
额超2亿元，有力促进“重庆产”“重
庆造”网络销售。活动期间，全市实现
网络零售额平均增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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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春节，消费市场“热气腾
腾”。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
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初一至初八）
全国服务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52.3%，旅游、住宿、餐饮
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文化体育服务消
费热度上升。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旅游服务消
费大幅增长。春节假期，受旅游市场
火热带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日均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1.2倍，旅游游览和
休闲观光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70%和40%。远途旅行和自驾
游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航空出行
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71%和1.4倍。

住宿餐饮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
长。春节假期，受春节返乡及出行
旅游需求带动，住宿服务日均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25.4%，其中，经济
型连锁酒店、旅游饭店日均销售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35.2%、11.5%。民
宿服务提供个性化消费场景受到游
客欢迎，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8%。餐饮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3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体育服
务热度上升。春节假期，文化艺术服
务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6.7%，其
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日均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1.1倍。体育服务日均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43.2%，其中体育健身
服务、体育场馆服务日均销售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45.8%、31.2%。

从地域来看，长三角地区服务消
费增长较快，而受冰雪消费带动黑龙
江住宿餐饮服务增幅较高，海南旅游
游览服务保持较高增速。春节假期，
长三角地区凭借特色旅游景点吸引较
多游客，上海、江苏、浙江服务消费
日均同比分别增长67.7%、46.8%和
45%。受冰雪消费带动，外来游客较
多，黑龙江住宿、餐饮日均销售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1.8倍和 1.2倍。冬季
传统旅游旺地海南旅游游览服务增幅
较高，日均同比增长1倍。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春节假期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加
速释放，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持
续凸显。各地税务部门推出春节办
税缴费“不打烊”服务，依托办税
服务厅值守、自助办税、网上办税
等多种形式，持续推进“非接触
式”办税缴费，全力保障纳税人缴
费人多样化需求。税务部门将持续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充分发
挥税收大数据作用，提高“好办
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
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税收营商环境。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龙年春节服务消费火热
本报记者 孙琳

“我们商会乐当‘厦门招商员’，
已为厦门引进多个项目。商会的生力
军是高学历年轻人，回到北京后我将
用心向他们重点推介厦门新材料、新
能源等优势产业，争取把更多合适的
项目引回来。”2月18日，在厦门召开
的“2024 海内外闽商新春招商推介
会”上，北京厦门企业商会会长、北
京磊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清
林郑重说道。

本次招商推介会由厦门市工商联
（总商会）、市商务局和市工信局联合
主办，旨在向广大闽商抛出“橄榄
枝”，“以商引商”，将优质的项目、
资金和人才引进厦门。推介会上，相
关单位向与会的 50 多位海内外闽商
代表介绍了厦门市经济运行、招商引
资情况以及产业体系和产业扶持政
策，并重点推介了国际商务核心区项
目，让广大闽商对厦门市当前经济发
展成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2023年，厦门出台了《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 等文件，
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扶持民营企
业成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开放水
平不断提升，全年新增签约项目 739
个、新增招商开工项目931个、新增
增资扩产项目311个。2024年，厦门
将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实施厦
福泉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

程、深化福厦泉科学城建设、推进厦
门高水平引才聚才平台建设等。亮眼

“成绩单”的背后，源于全市上下的真
抓实干，也离不开海内外闽商的积极
参与、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

不少闽商代表表示，十分看好厦
门未来的发展机遇，将继续加大在
闽、在厦投资，同时也将积极牵线搭
桥，当好“宣传员”、推介厦门。“金
日集团在厦门发展已近40年，多年来
一系列的改革政策铿锵落地，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升级，围绕服务企业发
展，敢于攻坚克难，一批批企业引得
进、留得住、做得大，这种实实在在
谋发展、促建设的力度，让企业坚定
了发展的决心和信心。”香港厦门联谊
总会理事长、金日集团总裁李冠华深
有感触地说。

“海内外闽商是厦门的优秀‘宣传
员’，在推介厦门、招商引资方面不遗
余力；是厦门的优秀‘建设者’，不少
企业家在厦门都有相关的产业和项
目 ， 同 时 也 是 厦 门 的 优 秀 ‘ 奉 献
者’。”厦门市工商联 （总商会） 党组
书记陈永东表示，希望海内外闽商一
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与发
展，保持“输人不输阵”的精神特
质，接续奋斗，做好做优企业的同
时，做好厦门的“代言人”，为厦门高
质量发展贡献闽商力量。

2024海内外闽商
招商会在厦举行

本报记者 照宁

▲“重庆小曼谷”紫薇路

◀春节假期，北
京各大传统庙会回
归，文旅活动持续举
办，假日旅游市场热
度攀升。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的数据显
示 ， 春 节 假 期 (2 月
10 日至 17 日)，北京
接待游客1749.5万人
次，按可比口径，同
比 增 长 37.4% ，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5.7% ； 旅 游 收 入
286.5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比增长 40.6%，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7.4%。图为 2 月 17
日，游客在北京通州
宋庄艺术市集观看舞
狮表演。

本报记者 田福
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