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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若琳 李豪悦

电影市场活力重燃，元旦档期间
（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1月2日），截
至1月2日18时记者发稿，国内电影票房
收入突破5亿元。

“市场整体表现超出预期，IMAX厅
几乎满座，甚至10点场都有不少观众。”
北京地区某影城经理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尽管元旦档上映新片不多，但影
片类型和质量都值得称赞，其中次新片

《阿凡达：水之道》（以下简称《阿凡达
2》）挑起了票房大梁。

“2023年元旦档可谓开门红！”聚影
汇创始人朱玉卿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元旦首日票房就达到2.5亿元，其中

《阿凡达2》在上映两周后，仍能贡献日
票房1亿元，这是值得欣喜的，说明我国
的观影消费潜力充沛。而今年的春节
档也值得期待。

数量不多质量取胜
元旦档仅2部新片上映

2023年元旦档仅上映2部新片，分
别为喜剧电影《绝望主夫》和动画电影

《橡树餐厅》。两部影片皆为2022年12
月31日上映，元旦当天无新片上映。

从数量来看，今年元旦档创近五年来
新片上映数量新低。2022年元旦档共有6
部新片上映，元旦档总票房突破10亿元。

尽管今年上映的电影数量不及往
期，但是整体表现可圈可点。整体来看，
截至1月2日18时，元旦档票房排名前三
分别是《阿凡达2》《想见你》《绝望主夫》，
三部电影分别于2022年12月16日、2022
年12月24日、2022年12月31日上映。

其中，《阿凡达2》元旦档期票房突
破2.6亿元，该片总票房也达到了11.15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阿凡达2》的热
映推高了CINITY、IMAX等高技术类的

观影需求，院线公司收益颇多。
例如，中国电影旗下中影CINITY为

《阿凡达2》影片在国内首映活动的独家
放映合作伙伴。去年底，中影CINITY宣
布与万达电影达成合作，将与其增建
100个CINITY影厅。

IMAX方面也在《阿凡达2》上映首
周宣布，该影片以仅占1%的银幕数贡献
了高达27%的票房，一举创下IMAX在中
国市场历史最高的开画市场份额。全
国票房排名前20的影城中有18家是
IMAX影院。

已有4部电影定档春节档
多家上市公司参与其中

元旦档的表现也让市场对2023年

春节档充满了期待。
灯塔数据显示，目前已有4部电影定

档春节期间上映。分别为吴京、刘德华
等主演的《流浪地球2》，梁朝伟、王一博
等主演的《无名》，张艺谋执导、沈腾等主
演的《满江红》以及系列动画片《熊出没·
伴我“熊芯”》，这4部电影淘票票想看人
数分别超过72万、46万、11万、6万。

记者注意到，上述四部电影背后，有
82家公司（未去重）参与出品发行环节，
共享票房蛋糕。其中，阿里影业、万达电
影、中国电影等公司参与了多部影片。

具体来看，《流浪地球2》的主要出品
方包括中国电影、郭帆（北京）影业有限公
司等；《无名》的主要出品方包括上海博纳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阿里影业等；《满江
红》的主要制作方是北京欢喜首映文化有

限公司，出品方包括光线影业、中国电影；
《熊出没·伴我“熊芯”》的主要出品方包括
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万达电影等。

朱玉卿告诉记者，2023年电影行业
的关键词是“复苏”。“目前来看，供给不
足的情况依然存在，近三年积压了多部
重磅影片，如果这些电影能在2023年上
映，今年的市场份额有望恢复至2019年
的七成，即年票房收入在450亿元左右。”

“当前，电影行业的生态环境发生
了重大变化，供给侧改革持续进行，一
方面政策自上而下进行引导，另一方面
行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更为严峻，因此未
来电影行业必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
段，从业者应该加强精品意识。尤其是
对创作层面而言，需要与观众、时代同
频共振。”朱玉卿进一步表示。

元旦档电影票房收入超5亿元
多家上市公司再接再厉角逐春节档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施 露

在多重政策利好下，元旦旅游
市场正在复苏。同程旅行1月2日发
布的《2023年元旦假期旅行消费数
据报告》显示，哈尔滨、西双版纳等
部分热门目的地酒店预订量同比上
涨超过10倍。

同时，国内不少目的地也推出了
各具特色的跨年活动，例如山东各地
开启了“黄河大集”，浏阳举行了烟火
晚会，石家庄居民则在广场上放飞心
愿气球，将跨年的仪式感拉满。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郭
乐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客源
地机票、火车票预订量的变化，体现
出消费能力的恢复。从元旦机票预
订情况来看，一线、新一线城市旅游
将率先进入恢复快车道。”

冰雪游成热门关键词

2023年1月1日，长沙、重庆、上
海、武汉等城市核心商圈热闹非
凡。其中，重庆解放碑、长沙五一广
场及大理古城等成为最热门的跨年
商圈和景点。

同程研究院人士分析，元旦旅游
市场快速回暖，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出
行信心恢复，长线游需求有所上升；另
一方面则是今年春节假期较早，春运
客流高峰提前，出行需求叠加所致。

今年元旦期间，冬季热门的长
线游目的地三亚、昆明和哈尔滨均
位列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前十位，
广州、上海、重庆、北京等城市也跻
身其中。而三亚、厦门等城市不少
酒店甚至出现了满房情况。

与此同时，冰雪旅游、跨年等成
为今年元旦假期的热门旅游关键
词。同程数据显示，元旦期间，国内

“冰雪旅游”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

179%，北京什刹海冰场成为假期最
热门的冰雪旅游景区，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也是人们体验冰雪乐趣的热
门选择。

此外，各大主题公园也在元旦
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例如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成为元旦假期最热门的
主题公园，2022年12月31日和2023
年1月1日，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
堡前安排了特别演出。

旅游是拉动消费重要动力

随着旅游市场复苏，跨省游、长
线游需求进一步释放。元旦假期期
间，同程旅行酒店订单中，异地订单
从去年同期的51.3%上涨至67.6%。
跨城用车订单占比也从去年同期的
10.8%提升至今年的22.7%。

长线游方面，全国火车票热门线
路榜单中，跨省线路占据了半壁江
山。从广州、深圳和长三角区域前往
西部、中部省份的火车客流量显著增
长，体现了春节前返乡的客流方向。
在用车订单量最高的火车站中，高铁
站占比进一步提升，高铁动车逐步成
为火车旅客的主流选择。

旅游经济的恢复可以说是消费
增长的开门红，反映了我国消费具
有较大潜力，韧性十足。商务部研
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洪勇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一
季度中国消费和整体经济将会迎来
新一阶段的恢复。旅游将会成为拉
动消费的重要动力。”

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
防控措施优化对于跨省及远途旅游
是极大的利好，可以看到疫情防控
措施优化后的首个元旦假期游客量
回升，也有效带动了酒店、餐饮等旅
游产业链多环节的复苏。

跨年、冰雪等特色元旦游亮点纷呈
一线、新一线城市旅游有望率先恢复

本报记者 许 洁

2023年元旦假期，全国旅游出
行市场稳步回暖。《证券日报》记者
梳理携程、同程、马蜂窝以及途牛的
数据注意到，元旦假期机票酒店“量
价齐升”，三亚、厦门等地酒店出现
满房，“高房价”甚至一度引发热
议。随着旅游市场的复苏，跨省游、
长线游需求也进一步释放。

同程旅行研究院人士表示，
2023年元旦假期，部分目的地市场
恢复超过预期，显示出国内游客出
游信心的快速修复，也为2023年旅
游市场复苏奠定了良好基础。

元旦机票酒店“量价齐升”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2023年元
旦小长假，“长途游”热度环比增长
48%，其中游玩4天至8天的“中长途
游”热度环比上涨172%，有41%的
游客选择自驾出行。“行程安排”、

“线路规划”等“自驾游”相关攻略热
度上升明显。北极星攻略的“自驾
海南全指南”、“自驾广东全攻略”
是元旦小长假期间阅读量最高的自
驾攻略，平均涨幅超过150%。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今年元
旦，国内机票订单量较2020年元旦
假期上涨2%，机票均价从2020年同
期的676元涨至905元；酒店订单量
较2020年同期上涨32%，酒店均价也
从229元上涨至244元。整体来看，
元旦旅游出行市场较疫情前呈现

“量价齐升”。
携程集团副总裁王韦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疫情导致旅游行
业局部出现了供应链断层。但大家
对2023年的发展趋势信心十足。所
以我们在原来‘V计划’的基础上升
级提出了‘中国旅游振兴A计划’，
希望能够帮助行业恢复，尤其是旅
游目的地的相关品牌重塑、消费促

进以及行业生态恢复。”

今年旅游市场动能在哪？

据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2023
年元旦假期以周边游为旅游消费主
导，本地游、周边游出游人次占比达
68%，跨省游出游人次占比为32%。
其中，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成都、
天津、深圳、杭州、郑州、哈尔滨入选

“元旦假期周边游热门城市TOP10”。
对于2023年旅游市场的增长

点，王韦对记者表示，“三年来，城市
周边游的消费习惯已经逐步养成，
我认为这个习惯未来大概率不会转
变。同时，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
一些中长途旅游目的地，例如西南
地区和西北地区，若能够及时梳理
好供应链，可能在清明节左右就能
看到第一波旅游复苏。到暑期，可
能会看到爆发式反弹。”

对于出境游，王韦向记者表
示，“从携程的渠道感知，所有国家
对中国旅游用户的需求都非常大，
当然供应链的准备也需要时间，我
们认为出境游很有可能会在春节
后逐步走向稳定，到年中时可能会
爆发。”

如果说中长途旅游和出境游是
行业2023年值得关注的两大动能，
另一大“动能”则来自政府补贴。从
去年12月份开始，多地旅游局陆续
出招推动市场复苏。比如对增开航
线航班进行补贴；对旅行社组织接
待旅游团队进行奖补；实施文旅消
费惠民金融政策等。

有旅游行业从业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这些举措有利于旅游
供应链的信心恢复，大家意识到春天
来了，要尽快进入稳定经营状态。”

王韦也表示，“2020年初，旅游
是没有专项补贴的，主要补贴往往
在城市消费，但旅游行业复苏初期
非常需要这些专项补贴。”

元旦机票酒店较2020年“量价齐升”
旅游供应链信心加速恢复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2023 年元旦小长假期间，各地重
点商圈客流恢复明显。《证券日报》记者
在走访中看到，不少餐厅再现排队等
位，各门店促销活动亮点纷呈。不少商
家表示，新年新气象，元旦销售迎来“开
门红”。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措
施逐步优化，元旦消费市场回暖势头
明显，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巨大潜
力，是一个较好的开端。未来需要从
提高居民消费信心、消费能力等方面
入手，继续提升内需対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

各大商场客流量大幅增长

2022年 12月 31日晚跨年夜，上海
外滩、深圳欢乐港湾、石家庄中山东路、
长沙黄兴路步行街等全国各地多个重
点商圈齐迎客流高峰，人潮的回归开启

新年新篇章。
元旦小长假期间，《证券日报》记者

走访深圳多个商圈看到，临近中午时
间，各大商场人流量快速增长。

“元旦假期客流明显增多，深圳卓
悦中心店1月1日当天11点半就已经满
台，并开始全天等位，到当天晚上 8点，
仍然有262桌等位。巴奴火锅在广州新
开的门店，即使是工作日中午也会出现
等位的情况。希望各门店都能在 2023
年销售创新高。”巴奴火锅相关负责人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各大品牌也打响了促销战。“多倍
积分”“折扣满减”等丰富的促销活动
让顾客应接不暇。一位女装品牌门店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商场方和品牌方
同时在元旦期间推出了多种优惠，力
度很大。”

“新年‘开门红’，商场客流量和销
售额均大幅增长。我们已经提前预测
到元旦客流会增加，不仅在购物中心中
庭安排了活动，今年还创新地在外广场

举办了‘无界夜肆’夜间集市活动，消费
者可以在户外空间享受围炉煮茶等，该
活动会持续到1月5日。”深圳布吉华润
万象汇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
所长白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国内需的潜力是巨大的，元
旦小长假市场回暖让我们看到消费的
活力，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扩大内需需要更多新招实招

元旦前后，多地派发消费券，助力
节日消费。北京于2022年11月20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共发放 6批次绿色节能
消费券。深圳新年欢乐购活动将从
2022年12月12日至2023年春节期间推
出近百场线上线下促消费活动。三亚
元旦上午 10点发放近百万元体育消费
券。郑州市联合快手发放500万元新年
消费券。

围绕扩大内需、挖掘消费潜力，多

地已经将相关工作排上日程。去年 12
月底，在长沙、东莞、青岛等地方“两
会”中，“扩内需、促消费”成为关键词，
也成为今年各地“拼经济、稳增长”的
重要抓手。

中信证券研报分析称，“消费复苏
是2023年明确的方向之一，结合疫情发
展和考虑低基数效应，消费有望在今年
二季度开始步入改善通道。”

“扩大内需需要更多新招实招。”白
明表示，“如何让消费活力持续，主要看
消费环境、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等。未
来，推进复工复产、提升居民收入，都将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消费
能力。”

新零售专家、鲍姆企业管理咨询公
司董事长鲍跃忠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着力扩大内需，要从收入和供给两
方面入手。收入方面，需要提升居民收
入以增强消费信心；供给方面，需要提
升消费选择的丰富性和消费的便利性，
包括确保线上交易物流畅通等。”

全国多商圈元旦齐迎客流高峰 商家收获“开门红”

本报讯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测算，2023年元旦节假期，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5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元旦节假日
同期的4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65.17
亿元，同比增长4.0%，恢复至2019年元
旦节假日同期的35.1%。全国文化和旅
游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都市休闲、周边游仍占主流，中远
程旅游稳步复苏。元旦期间，城市周边
游、近程游、休闲游仍是主流，冰雪、温
泉、逛乐园、游湖、露营、围炉煮茶、酒店
剧本杀、街区休闲、古镇漫游、看烟花、
登山等高品质玩乐体验受到年轻人青

睐。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紫竹院、什刹
海等同步启动假期冰场或雪场活动，吸
引不少亲子家庭前往体验。东北冰雪
大世界、亚布力、长白山、中国雪乡、“北
极”漠河等经典冰雪旅游目的地吸引不
少游客体验冰天雪地别样乐趣。中远
程旅游稳步复苏，长三角、珠三角成为
西南、西北、中部地区旅游目的地的主
要客源地，三亚、西双版纳、昆明、厦门
等地成为北京和东北三省游客“避寒跨
年”主要旅游目的地。

民俗体验带热传统文化，跨年仪式
感渐成新风尚。元旦期间，充满欢乐祥
和迎新氛围的跨年活动受到年轻人追

捧，各地灯光秀、烟花、跨年敲钟等文化
体验活动广受欢迎。上海迪士尼、长沙
橘子洲头、深圳世界之窗以及香港、澳
门等地举办烟花表演迎接新年，南京牛
首山、无锡灵山、苏州寒山寺等地开展
撞钟祈福活动，上海外滩、成都双子塔、
武汉江汉路、重庆解放碑等地万人倒数
零点钟声迎接新年。北京八达岭长城
景区开放夜长城，成都天府双塔呈现
218米高空“云端跨年”灯光秀，山西太
原汾河公园华灯、宁夏银川“塞上湖城”
华灯为市民喜迎新年增添节日氛围。

文旅活动有序开展，惠民措施助推
文旅消费回暖。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各

地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村晚”系
列活动，鼓励利用剪纸、年画、灯彩等非
遗项目，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新年戏
曲晚会、新年音乐会演播等丰富了节日
供给。海南举办2022年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活动并面向全国发放1000万
元旅游消费券，以“冰雪之都，创意无
限”为主题的第24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开园，山西、河南洛阳等地纷纷推出门
票优惠及门票减免等活动，湖南开展百
余场内涵丰富的非遗宣传展示和民俗
活动，重庆启动“2023爱尚重庆·迎新消
费季”活动，助推文旅行业在疫情新形
势新变化下的复苏。 （郭冀川）

元旦节假期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
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2023年元旦假期消费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