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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暑假开启，旅游业的旺季来了。连续高温之下，旅
游从业者不断推出夏日旅游新鲜玩法、创意路线，来满足游客
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避暑游、出境游、研学游、亲子游……“游
经济”呈现出更多新热点、新看点、新活力。

旅游热度持续升温

进入7月，全国陆续迎来高温天气。“清凉”“避暑”成为暑
期游玩的首要考量因素之一。数据显示，暑期境内包车游订
单量同比增长近四成，乌鲁木齐、桂林、贵阳、呼伦贝尔、西宁、
丽江、大连、长白山、稻城、青岛成为今夏包车游前十的清凉目
的地。

西北的青海湖、敦煌、酒泉和新疆伊犁、阿勒泰，内蒙古呼
伦贝尔，西南的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以及西藏拉萨、林芝
等是暑期出游的热门方向。尤其是近期的“顶流”阿勒泰，出
游热度持续升温。“我就是被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种草’的，
今年决定去一趟新疆！”家住北京的王青告诉记者，“定了一个
6人小团，计划朋友两家一起出行。”

暑假旅游消费特征还有一大特征是“用旅行开启人生新
旅程”，毕业旅行热度明显上扬。

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或是进入社会的毕业生们，选择用一
场旅行来开启人生新阶段。携程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

“毕业旅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月提升超三倍，00后群体在
6~8月的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超80%。

高中生从书本到“见世界”。对中学毕业生们来说，这次
毕业旅行则更像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次独立探索。放下考
卷，离开家长，他们尝试着去认识真实广阔的世界。具备丰富
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00后群体的优选，预计7月录取

通知书陆续发布后，许多准大学生将到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西安、南京、天津等高校集中城市“踩点游”。

作为暑期旅游的重头戏，亲子游、研学游已逐渐成为业界
不可忽视的细分市场。国内长线游和出境短线游是亲子客群
更热衷的选择，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广州及
珠海的长隆旅游度假区等主题公园成为暑期亲子游客群的优
选。

各地文旅出招吸引游客

为了接住暑期游这巨大的“流量”，各地文旅部门纷纷拿
出看家本领吸引游客。

最近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的一句台词——“北京到底
有谁在啊？”，就再次激起了各地文旅创作热情。北京市文旅
局官方新媒体账号“文旅北京”率先推出宣传小视频，详细介
绍“北京到底有谁”。随后，新疆、贵州、海南、四川成都、河南
焦作、湖北、山东等各地文旅局纷纷引用其内容进行二次创
作，掀起一轮全国文旅宣传的热潮。

各地实打实地推出各项暑期文旅活动，来满足人民群众
文化和旅游旺盛的消费需求。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傅瀚霄近日表示，围绕
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旺季，文化和旅游部将重点开展三项工
作。各地将于7月至8月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
费场景及惠民措施。据初步统计，暑期各地将举办超4000
项、约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推出发放消费券、票价优惠、
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多地还针对中、高考毕业生
和大学生推出景区免票和优惠政策，针对夜游、避暑游、研学
游、亲子游等推出文旅礼包。

出境游迎来预订高峰

国内各地迎来出游高峰的同时，记
者了解到，自5月以来，暑假团期的出
境游产品便迎来预订高峰。

今夏出境游的火爆，其实早有征
兆。今年5月，全国多地出入境管理
大厅频频出现“人、从、众”的景象。
二季度以来办签量较2023年同期翻
倍，较 2019 年同期也实现了 20%的
增长。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法国、韩国、新西兰、西班牙、
德国成为今年暑期办签热度前十的
目的地。

“受奥运会赛事影响，法国及周边
国家线路包车游订单咨询量激增，‘法
意瑞’‘荷比卢德法’为热门咨询路线。”
在欧洲提供包车游服务的李江告诉记
者，“我们会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偏好，对
路线进行调整、优化。例如，对于那些
对艺术感兴趣的客人，我们会多规划一
些博物馆景点。” 王舒嫄

消暑类家电、家居用品等“清凉商品”走俏消费市
场，多地夜市步行街烟火气升腾，消费品以旧换新持
续发力……近日，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热浪来袭的同
时也催热了夏日“清凉经济”。从空调、冰箱等家电的
火爆销售，到清凉科技新产品受到追捧，“清凉消费”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夏日经济注入勃勃生机。

“清凉经济”增添活力

“最近特地添置了防晒面罩，选了一款版型比较
好、科技凉感面料制作的，毕竟防晒做得好，防黑又防
老。”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手持遮阳伞、面戴“脸基尼”、身穿防晒衣……这
个夏天，在街头户外“全副武装”防晒几乎成标配，由
此带来了防晒衣、防晒口罩、冰袖、遮阳伞等商品持续
热销。美团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防晒伞销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 115%、防晒帽增长 54%、防晒衣增长
52%、冰袖增长46%。

业内人士表示，伴随着消费者防晒意识提升，以
及轻量化户外活动兴起，中国防晒服配市场呈现稳健
增长态势。

除了遮阳防晒的消暑用品，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作为夏日避暑的“主力军”，风扇、冰箱、空调等制冷降
温类电器销量激增，具备“送风、加湿、净化空气”三合
一功能的冷风扇成为许多消费者的“新宠”。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近一个月，线下渠道空调销
售同比增长超 35%，空气循环扇销售同比增长超
42%。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苏宁易购绿色节能空
调销量同比增长98%，智能新风、健康无菌空调销量
同比增长67%。

专家预计，6月至7月以“清凉家电”为代表的特
色消费品销售形势良好，对重点领域商品消费增长有
望形成较大贡献。

消费新亮点持续显现

从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销售升温，到防晒衣、防
晒帽等防晒产品走俏，再到夜游、夜赏、夜赛等消夏活
动花样翻新，折射出人们对清凉消费多元化需求持续
释放。

“人们对夏日清凉消暑的需求增加，为相关产业
带来商机和发展空间。不仅有助于激发旅游、餐饮、
娱乐等传统行业的活力，还会为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催
生更多新业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谭小芬说。

这个夏天，多地开启新一轮消费券的发放，借助
夏日“清凉经济”机遇，加快释放相关领域消费活力。
广西推出以旧换新系列优惠活动和各类展销促销活
动，组织超1500家汽车、家电、家装重点品牌开展线
上线下融合以旧换新，新风空调、智能冰箱等新兴家
电品类受到热捧；云南启动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活动，
推行消费者网上下单，企业收旧、送新、拆装“一站式”
上门服务，对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北京面向
在京消费者发放以旧换新补贴，覆盖商品“一网打尽”
家里的大小家电品类，聚焦空调、冰箱等以旧换新的
主要增长品类，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适用商品可享
至少10%立减优惠……

“‘清凉消费’属于季节性消费，对扩大有潜力的
消费、激发夏日经济活力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苏剑表示，要积极开拓消夏新业态和新消费
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同时进一步完
善相关基础设施，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维护好市
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为夏日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连润 王绍绍

“还没出地铁就闻到各种诱人的味道，那必然要来吃一顿
小龙虾了。”夏日的夜晚人声鼎沸，“夏天，就是要和朋友逛夜
市、赏夜景，撸串儿、吃小龙虾、喝扎啤。”老街巷的夜市烟火升
腾，汽车尾厢集市流光溢彩，全息光影秀等全新的演出形式吸
引众多游客……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全国各地夜市人潮涌动，
吃夜宵、去夜游、看夜景，热闹喧嚣的夜生活点亮了城市“夜经
济”，释放出消费新活力，更升腾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
千气象。

夏日世界，“夜经济”持续升温。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的“亲子部落光影夜游乐园”、雁栖湖夜航、亮马河国际风情
水岸“夜游大环线”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夜间消费选择；在河北
正定夜市，灯火辉煌的摊位上，各色美食香味扑鼻，“烟火气”
扑面而来；在江苏南京，曼度年华夜市除了以“南京味道”吸引
客流外，还上新了“露营+”“直播+”等多种潮流玩法……

商务部发布的《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中国
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购物中心每天18时至22时的
消费额超过全天的一半。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夜间经济市
场规模已从2018年的22.5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50.25
万亿元。

面对巨大潜力和机遇，各地围绕“夜经济”做文章。北京
提出，发挥“夜京城”特色消费地标、品质消费生活圈等引领带
动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开发夜购、夜食、夜游等项目；优化地铁
等城市交通运营时间；持续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上海表示，要突出模式创新，强化平台赋能导流，促
进业态融合创新，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种草经济”等新模式，
让消费体验感更丰富。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多地出台政策大力发展“夜经济”，
成为促进消费、提振经济的“金钥匙”。夜经济不仅提升了城
市的经济消费活力，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发展“夜
经济”，要不断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既让“夜经济”充满
烟火气和人情味，又让城市管理井然有序，提升群众幸福感；
要提供丰富的消费供给，充实夜游内涵，还要以优质服务赢得

人心；要持续挖掘夜经济潜力，打造主题鲜明、个性彰显、特色
突出的消费活动，使市民的生活再上台阶；要聚焦经营主体急
难愁盼问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夜经济”市场主体健康
发展；既要“管好肚子”，又要“管好脑子”，要开展文创、音乐主
题夜经济，文化不能高高在上，沾染泥土红尘气息才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弘扬；要推动特色夜间经济街区
建设，夜间经济加速向高品质、多业态拓展；夜市经济形态要
不断创新，招商时涵盖美食、百货、非遗、文创、娱乐、体育等多
种业态，营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烟火气。

夜间经济火爆是城市经济的一个缩影，是城市竞争的新
赛道，未来也有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打造城
市品牌、推动消费升级的新引擎，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社
会价值。点亮“夜经济”，成为不少城市消费提档升级的发力
点。“热辣滚烫”的氛围中，认真生活的摊主和市民，成为繁荣

“夜经济”最为温馨的景色。袅袅烟火中，幸福的味道氤氲而
出。 焦莉莉

“夏日经济”除了传统的“吃、喝、买”，还囊括了购
物、娱乐、旅游、互动等多种消费形态，多元化发展正
成为夏日消费的一大亮点。人气“聚”起来、商家“火”
起来、夜晚“亮”起来，逐渐繁荣的“夏日经济”，正成为
一股支撑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让夏日的
城市活力四射。

乘势而上 “点燃”夏日消费热力值

商业步行街游人如织、网红餐厅“一桌难求”、酒
店预订量井喷式增长……这些都是城市“烟火气”加
速回归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暑期消费热气升腾，
各地抓住暑期消费旺季，推出系列活动，发放餐饮、家
电等多领域消费券，加大优惠补贴力度，推动消费乘
势而上。

拉长时间轴至去年暑期，题材类型多元的国产电
影表现优异，《消失的她》《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等
电影“座无虚席”；各地剧院、剧场人气攀升，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等爆款掀起观
演热潮；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轮番上演，大量演出呈现
出“一票难求”的景象；新兴文旅形式不断涌现，“城市
漫步”“山居生活”“研学游”等产品销量喜人；消夏避
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凉需求”“凉资源”转化为热度
爆表的新引擎，等等。点燃“暑期经济”，拉动“消费马
车”加速跑正当其时。

新业态迸发 暑期产品更多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火热的季节里，更多游客、
市民乐于夜晚出行，或走进夜市，享用冷饮和美食；或
埋首健身房、运动场，尽情挥洒汗水……在暑期，由于
气温等因素，人们出行和休闲娱乐往往集中在夜间，夏
日夜间消费正成为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

运动健身也成为许多人在夏夜的新选择，健康消
费被悄然写进夜生活“主菜单”。不少城市夜骑风
行。近段时间，有“不夜城”之称的广州骑行量明显增
长，较暑期前提升20%，从19点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
热度不减。北京路、珠江新城、动物园等各类吃喝玩
乐消费集聚区人气十足，成为骑行的热门选择。

伴随夜间消费带来人气和流量，消费业态也不断
“上新”，诸如剧本杀、小酒馆、深夜食堂、星空营地、文
创市集等新场景、新体验带来了夜间消费快速成长。

文旅融合 暑期消费亮点频现

连日来，北京、河北、河南等地已多次发布高温预
警。“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已经成为广大游客、投资机
构和经营主体新共识。随着全国旅游市场迎来“后高
考”高峰期，大家出游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学生
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出行需求旺盛，毕业游、亲子游、
避暑游成为文旅消费主力大军。

当前，我国暑期消费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推动
“暑期经济”呈现“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仍然大有可
为。消费源于需求，要精准对接个性化、品质化、多样
性的消费需求，创新经营模式、丰富消费形态，提供更
多“文旅+”“避暑+”“清凉+”的新产品，让民众有得
选、选得好。消费为了舒心，要在优化服务上花心思、
下功夫，严防劣质产品、强制购物、缺位服务等影响顾
客心情、抑制消费活力，让消费环境更安全、更舒心。

消费需求一旦调动起来变成消费行为，就会给经
济发展注入持续的强劲动力。聚焦庞大消费需求，不
断拓宽消费场景，优化消费服务，推动消费需求充分
转化为消费行动，必将点燃“暑期经济”，拉动“消费马
车”加速跑，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提供重要支
撑。 李娅 黑宏伟

炎炎夏日，高温天气增添了“烟火气”，也带火了“暑期经济”。“夜经济”升温、
“亲子游”“研学游”火爆、“消费券”助燃、“购物节”让利……多地以激发市场消费
潜力为目标，聚力探索暑期消费的无限可能，暑期消费活力加速释放。

热热

“游经济”持续升温
高温蕴“凉”机

“暑期档”内需释放 促消费乘“热”而上

点亮“夜经济”

““暑期经济暑期经济””纵情一夏纵情一夏
热热，，热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