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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冰

中秋、国庆假期是传统的消费
旺季，各地促消费活动中频现数字
人民币的身影。“双节”期间，数字人
民币试点地区为进一步提振消费开
足马力，发放各具特色的数字人民
币消费福利。

“双节”期间，南京发放近 1000
万元消费券。中国银行、支付宝、“街
坊”平台、朝天宫商户自治协会四大
平台联动，通过建设数字人民币街
巷、团购活动、1元购等活动方式促消
费。另外，自 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8
日，支付宝联合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
街道送出16.16元的金秋消费出游礼
包。杭州发放了 2023年“燃情亚运
领杭消费”—“亚洲美食季”杭州数字
人民币餐饮专项消费券。2023年中
秋国庆假期期间，平度市商务局通过
建行生活App发放近8000张零售、餐
饮、家电家居电子板块数字人民币消
费券，消费补贴70余万元……

综合来看，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覆盖零售、餐饮、家电家居电子、购
物、出游、高速路等多领域消费领
域。比如，江苏南京为进一步扩大
数字人民币示范效应，9 月 27 日至
10月 26日，南京市交通集团所属公
路集团联合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和
江苏沃银数据有限公司在“宁通宝”
小程序上线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发
放活动。

而通过消费红包无门槛直接抵
扣的方式，让消费者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在杭州观看亚运会的
刘先生抢到了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节日期间和家人一起使用。“数字人
民币直接抵扣的方式体验很好，很
实惠。”刘先生说。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
问苏筱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年的超级黄金周为数字人民币
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带来了契
机。数字人民币借助亚运会热潮，
在文体消费、跨境场景等方面实现
突破。”

年内银行接连发力推广数字人
民币助消费，不仅形式多样，发放平
台也更加多元。包括满减消费红
包、首次开通福利、校园数字人民币
消费券、报名抽签等。

“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正成
为多地提振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
博表示，数字人民币低成本、支付即
结算等优势正不断显现。中秋、国
庆期间是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发放的
重要窗口，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消
费；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普惠金融更
下沉，支持小微实体企业发展。

对于未来如何提升数字人民币
红包活动效果。招联首席研究员董
希淼建议：“一方面要加强数字人民
币普及力度和宣传力度；另一方面
要加强下沉场景建设。相关机构可
以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宣传普及
数字人民币知识，突出数字人民币
的独有价值，让公众全面了解进而
主动选择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
消费券小红包 花式助消费

本报记者 王 宁

“双节”期间，期货业服务各类
实体企业坚持以“保险+期货”为抓
手，持续提供多元化风险管理方
案。《证券日报》记者获悉，虽然适逢
长假场内交易暂停，但期交所和期
货公司等仍然借助场外衍生品工
具，为水产养殖、生猪、红枣、甜菜、
花生等各类实体企业持续赋能，还
为跨境贸易企业制定风险管理方
案，规避外盘波动风险。

广东省湛江市的水产养殖户曾
老板心情非常好。虽然厄尔尼诺天
气对南美白对虾的影响仍存，但产
生的经营风险有限。他表示：“天气
因素对水产养殖影响较大，尤其是
温度高低更是至关重要，‘中央气象
台-大商所温度指数’创新保险产品
能够帮我们降低经营风险。”

天气对水产养殖的影响在方方
面面，面对高温，养殖户亟需有效的
风险管理工具。广东国寿财险农村
业务部负责人陈卫介绍说，今年在
大连商品交易所、广东省金融局和
广东省金融支农促进会指导下，针
对水产养殖户解决高温风险管理的
急难愁盼问题，专属开发了水产养
殖温度指数保险，多家水产养殖企
业参与其中，并感受到风险管理的
安全感。水产养殖温度指数保险产
品的目标客户为南美白对虾和四大
家鱼养殖户/企业，保险金额为每亩
1000元，项目第一期将为7户养殖户
提供300多万元的风险保障。

“保险+期货”是借助场内外衍生
工具赋能实体企业的最佳模式。郑州
商品交易所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今年推出十余个“保险+期货”项目，分
布在苹果、红枣、花生和甜菜等多个品
种，为相关农业产业提供风险管理服
务，即便是在国庆长假期间，相关“保
险+期货”对农户的赋能也不停歇。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
的石榴人人夸，红枣便是新疆诸多
特色干果之一。麦盖提县央塔克乡
哈曼阔依地村民艾买尔·土木尔向

记者介绍说：“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参
保了红枣‘保险+期货’项目，对‘保
险+期货’所带来的实惠深有体会。
这个保险产品让我们农户能够在节
日期间也有安全感。”

据了解，今年郑商所还新增油
菜籽品种，为油料产能提升贡献积
极力量。同时，在试点险种方面，价
格险试点为主体基础，稳步增加收
入险试点，不断提升保障水平；在试
点区域方面，从8个省份扩至11个。

广州某铝制品外贸公司的加工
原材料为电解铝，采购在国内市场
进行，销售则出口海外。“由于长假
期间外盘波动较大，内外盘存在较
大价差，短期经营风险加大，令不少
外贸企业难以接受。”华泰期货相关
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为此，华泰期货的风险管理子
公司——华泰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长城”）针对这家
外贸企业制定了跨境价差收益互换
方案，通过锁定境内外铝期货价格
价差，帮助其规避外贸业务中铝价
格波动风险，提前锁定出口利润，稳
定公司经营。具体来看，采购价格
以沪铝期价+固定升贴水组成；销售
价格则由伦敦金属交易所铝期价+
固定加工费组成。

据了解，跨境价差收益互换作
为场外衍生品，通常为针对标的价
格进行多空收益互换的结构，可以
多种标的灵活组合，实现个性化定
制。该类产品可解决外贸企业保值
的多重难题，例如采用人民币交易、
人民币结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
及风险估值合并，解决存续期内保
证金追保压力。

中粮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
中粮祁德丰商贸相关人士也向记者
表示，今年双节期间，公司为不同类
别客户提供两个风险管理产品：一
是买入短期期权防止市场大幅波动
风险；二是提供场外互换产品，利用
国外相关性较强的产品进行套保，
锁住不确定风险，给节假日期间有
交易需求的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期货：过节不打烊
“保险+期货”持续赋能实体企业

本报记者 侯捷宁
见习记者 寇佳丽

黄金周结束，一组组数据彰显着
持续上涨的消费热情和中国经济的澎
湃动力。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中秋、
国庆双节假期前7天，全国重点监测零
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9%；全
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同比增长94.7%，
36个大中城市重点商圈客流量同比增
长164%。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巨量引擎
城市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秋国庆出
游报告》显示，长假期间，抖音网友发
布吃喝玩乐内容超5700万，抖音酒旅
订单量同比增长9倍。

“双节期间，各种多元消费场景的
活跃度提升，国内消费回升态势明显，

消费端整体上热点多、亮点多。”中央
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
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黄金周消费数
据喜人，是消费潜力释放的表现，也是
国家拉动消费政策发挥作用的表现，
展示了国内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进一
步提振了消费信心。

假期是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
式“试水”的重要时间节点。过去一段
时间，各地区各部门紧随政策要求持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消费
供给，在双节期间取得良好效果。

在杭州，武林银泰百货的亚运互
动祝福墙每天吸引一轮又一轮消费
者前来互动拍照；在成都，高新区铁
像寺水街的三星堆数字城市展令参
观者欣喜不已；在北京，北海公园的

沉浸式中秋国庆夜游文化活动为人
们带来如梦似幻的体验；在上海，龙
华会深度挖掘“龙华妙会”IP，人气满
满；在南京，以“夜泊金陵，万物鼎新”
为主题的笪桥灯市聚焦夜经济，吸引
大家前来打卡。

“双节期间，‘创新’在拉动消费
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消费新场景、新
业态、新模式可以满足国内消费者多
样化的需求，避免审美疲劳，有利于
吸引回头客。”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
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
力对记者表示，双节假期较长，为人
们尝试新事物创造了条件，激发消费
兴趣。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对记
者表示，创新也发生在“宅经济”领
域。部分人群没有选择外出，而是宅

在家中，通过线上平台提供的服务进
行虚拟旅游，是一种便利又有趣的消
费选择。

双节期间，旅游消费强势复苏。
《2023年中秋国庆微信数据报告》（下
称《报告》）显示，2023年双节期间旅游
消费较去年国庆假期增长84%，超20个
城市涨幅翻倍。根据《报告》，在双节
期间全国旅游消费增幅前十城市中，
中西部城市占据 8席 ，涨幅均超过
145%；其中，拉萨独占鳌头，相比2022
年国庆假期，涨幅超过300%，增幅最
高；吐鲁番、日喀则、石河子紧随其后，
同比涨幅达到180%至230%。

上述“旅游显眼包”城市有一个共
同特点，即在双节期间主打“特色”旅
游。例如，拉萨的自然风光和非遗文
化、吐鲁番的沙漠奇景等。

假日消费：“创新”与“特色”成关键词

本报记者 李 静 刘 钊

今年“双节”假期，团圆餐叠加“味
蕾”游，餐饮消费热力十足。根据商务
部的监测数据，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前
七天，全国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
销售额同比增长9%；重点监测餐饮企
业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两成。

据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假期
中，全国餐饮堂食消费规模较2019年增
长254%。另据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受访餐饮企业假期前七天营业
收入与去年国庆假期相比上涨67.5%，
与2019年国庆假期相比上涨15.1%；客
流量与去年国庆相比上涨82.2%，与

2019年国庆假期相比上涨6.6%。
“透过黄金周消费热潮可以看出，

假日经济持续火爆，消费市场信心增
长，餐饮、门票景点、住宿、出行等服务
消费创五年来新高，对经济增长的引
擎作用进一步增强。”美团研究院副院
长厉基巍表示。

据了解，今年黄金周，多家餐饮企
业销售额和翻台率都迎来了增长。西
贝餐饮统计，今年黄金周期间，西贝莜
面村全国347家门店，累计接待客流超
260万人次，同比增长16%。海底捞方
面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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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奴毛肚火锅包括广州在内的
多座城市门店，在双节期间翻台率达到
6次/天及以上，多地出现翻台率超过7
次/天的门店，全国单店翻台最高达到
7.9次/天。”巴奴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双节期间，呷哺呷哺天津佛罗
伦萨小镇餐厅和广州正佳广场餐厅连
续3天打破历史销售记录。”呷哺方面
对《证券日报》记者称。

双节期间不少门店也出现了排长
队的现象。“每天下午4点就开始排长
队，一天可以翻台将近8遍，排队取号
能到200多号。”叁步梯老火锅老板牟
倩表示，这几天店里游客占比超过七

成，客流量较往年增长近一倍。
除了用餐以外，中秋国庆假期，新

茶饮消费也颇受欢迎，多个品牌门店
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

喜茶提供的数据显示，喜茶众多
门店在假期期间销量环比节前增长
500%；奈雪的茶假期售出超过1000万
杯茶饮，全国多地门店环比节前增长
超500%。此外，据沪上阿姨方面披
露，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众多门店销售
额环比增长超过500%。中秋国庆假
期里，古茗全国门店的总销量接近
4000万杯，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在
节前提前准备物料，努力给顾客带来
更好的体验。”

餐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两成
多品牌迎销售高峰

本报记者 李乔宇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旅游
市场出行人次以及旅游收入同比高速
增长，较2019年亦有所提高。

多位上市旅企从业者认为，今年
假期的行业表现符合预期，预计未来
国内旅游业将从今年上半年的“爆发
期”回归至常态化运行轨道，下一步，
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实现高质
量发展，是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旅部数据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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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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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行人次来看，今年中秋国庆
假期期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较 2019

年增长 4.1%，增速低于今年“五一”假
期以及端午假期。数据显示，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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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端午节假期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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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入情况来看，按可比口径，今
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国内旅游收入
较 2019年增长 1.5%，高于今年“五一”
假期以及端午假期增速。数据显示，
2023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收入按可
比 口 径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的
100.66%；端午节假期期间，国内旅游
收入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94.9%。

中国银河证券披露的研报认为，
此次双节假期旅游人次、收入均创历

史新高，国内旅游市场已恢复常态。
谈及中秋国庆假期旅游业的表

现，中青旅首席品牌官徐晓磊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符合预期”，预计未来
国内旅游市场仍将保持常态化稳健增
长态势。从收入情况来看，近几年，旅
游业在景气度下降期间持续修炼内
功，提升服务质量，丰富产品内容。国
内旅游收入的提升是消费者出行需求
增加以及行业产品质量提升等多方面
共同推动的结果。

由“爆发式”增长转向常态化发
展，也意味着旅企业绩修复的确定性
持续增强。

“我们抱有积极预期，认为行业发
展向好，出行需求强烈，利好公司业
绩。”徐晓磊告诉记者，同时中青旅也
会更积极主动应对行业环境出现的变
化，聚焦主业，提升核心能力。

谈及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徐晓

磊认为，行业发展不能寄望于爆发式
增长红利，紧跟市场需求、实现高质量
发展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方向。

在众信旅游集团媒介公关经理李
梦然看来，国内旅游业稳步发展的态势
也将带动众信旅游业绩稳步回升。“近
几年，众信旅游业务构成逐步调整，从
以出境游为主过渡到出境游业务与国
内游业务双轮驱动。”李梦然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今年第二季度，众信旅游已
经实现扭亏为盈，随着国内旅游业务稳
步发展，以及出境业务产业链持续修
复，公司全年业绩的持续回暖为大概率
事件。

李梦然认为，在行业向好的背景
下，游客出游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进
一步的延伸和拓展，这也促使行业从
业者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预计
未来行业将进一步向多元化、定制化、
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国内旅游：8.26亿人次 保持常态化稳健增长态势

本报记者 李豪悦

灯塔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国
庆档电影票房达27.34亿元，观影人次
为 6510 万 ，国 产 影 片 票 房 占 比 为
95.78%。影片《坚如磐石》以8.83亿元
的成绩领跑，《前任4：英年早婚》《志愿
军：雄兵出击》《莫斯科行动》《好像也
没那么热血沸腾》分列票房榜第二位
至第五位。

不过，今年国庆档表现仍未恢复
到2019年同期的44.66亿元水准，甚至
低于2021年同期的43.89亿元和2020年
同期的39.67亿元。

此外，灯塔数据显示，截至10月8
日（下午5时），年内电影总票房已经达
到477.13亿元。已经分别超过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年票房。但距离2019

年的641.49亿元票房仍有差距。
在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获得观影

人次和总票房双双突破历史记录的好
成绩后，国庆档的表现未能延续暑期档
热度。

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
旅游出行热度大涨，对电影消费或有
一定分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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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增长4.1%。

在此背景下，异地购票观影现象
凸显。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表
示 ，今 年 国 庆 档 异 地 购 票 占 比 为
27.6%，不仅较去年和前年有大幅提
升，也是近五年来的最高值。

不过，旅游分流仅是原因之一。成
都北境之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
许文博介绍，电影市场上游仍在恢复阶

段，可能还需要一年至两年时间。2020
年至2022年三年内，中国电影的立项数
量持续走低，几乎递减了50%。不少电
影的拍摄时间也出现滞后。

灯塔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
国庆档电影票房冠军分别为《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长津湖》《万
里归途》《坚如磐石》，其中，《坚如磐
石》档期内票房最低，甚至未能突破10
亿元。记者从公开信息了解到，《坚如
磐石》为2019年拍摄的“积压片”。

截至10月8日（下午5时），今年总票
房已经达到477.13亿元。2023年的“双
节”小长假已经结束，在剩下的两三个
月内想要回到2019年的水准有一定难
度。

许文博表示，票房爆发期基本都集
中在长假期间。国庆结束后一直到元旦

之前，电影市场往往处于平稳期，想要冲
刺到2019年水平希望不大。今年的总票
房若能够突破500亿元，就算很好的成绩。

记者查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发
现，前十名电影的上映日期基本都集
中在春节档、暑期档以及国庆档。

“北美一年的票房总额大约为100
亿美元（7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口基
数和观影消费潜力大，大量三四线城
市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如果这些
市场能够得到释放，年票房有望超过
700亿元。”许文博说道。

从国庆档表现看，三四线城市观
影消费占比在大幅度提高。陈晋表
示，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较过去四年
降低约2个百分点至5个百分点，三四
线城市票房占比首次突破四成，下沉
特征明显。

电影票房：27.34亿元 异地购票占比达近五年峰值

中秋中秋““遇遇””国庆国庆 超长假期中谁是超长假期中谁是““显眼包显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