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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 妍

随着“十一”假期等消费旺季的临近，多家银行正积
极备战消费贷业务。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多家银行
推出消费贷利率优惠券、打折券以及礼品等，大力发展
消费贷业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部分银行消费贷
利率一度低至“1字头”。

多家银行个贷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申请
和提款的消费贷客户数量明显增多。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大部分银行都将零售转
型作为重点，消费贷是银行着重布局的领域。同时，消
费贷利率的下调有利于银行业发挥金融服务的普惠属
性，满足更广泛群体在消费领域的金融需求。另外，市
场正处于节日消费旺季，叠加电子产品新品发布、以旧
换新政策落地等，为银行消费贷营销提供了良好窗口。

银行消费贷开启花式营销

国庆假期往往是消费旺季，为了满足假期出游、装
修、购置家电等各类消费需求，不少银行加大了消费贷
营销力度，推出限时福利。目前已有部分银行的个人消
费贷款利率在2%至3%之间，更有不少银行推出了限时
贴息政策，将消费贷利率压至“1字头”。

例如，根据江苏银行的消费贷优惠活动海报，该行
消费贷利率低至1.88%起，符合条件的客户可享最长30
天优惠年化利率，活动截至9月30日。凉山农商银行响
应四川省推行的消费贷贴息政策，9月30日前消费贷提
款用于线下购买汽车、电子产品、住房装修、家电家具耐
用品，可享受年化利率1.5%、单笔不超过3000元的财政
贴息。

部分股份制银行在一定时间内调整消费贷产品的
利率水平。例如，9月14日至9月30日，平安银行“白领新
一贷”的年利率（单利）低至2.88%。此外，包括浦发银行
的“浦闪贷”、招商银行的“闪电贷”在内的消费贷产品最
优利率均为2.88%。

为促进国庆期间消费，还有银行推出送礼活动。东
莞农商行的消费易贷除了享受2.98%的首借年化利率优
惠之外，在活动期间单个合同首笔借款还可以获得不同
礼物，包括500至10000的综合权益积分，可用于兑换加
油券等礼物。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下属支行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该行在近期推出贷款促销活动，新客户可享受
贷款年化利率低至2.88%(单利)的“宁来花”，还可赠送免
息券和价值100元的礼品。

银行消费贷业务为何如此“内卷”？月底冲业绩成
为部分银行发力消费贷业务的原因之一。某城商行个
贷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行下调消费贷利率一方
面是为了刺激消费、支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月底和季
末叠加，为了完成银行内部相应指标，需要“冲业绩”。
该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国庆期间，大家外出旅游、购
物等消费需求增加，贷款需求比较旺盛，在这个时间点
争取优质客户成为各家银行发力的重点。这段时间申
请贷款和提款的客户确实变多了，尤其是申请消费贷用
于购买汽车的情况比较多。”

多重原因推动消费贷利率下行

事实上，银行消费贷利率下降并非近期才开始。
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提及推动降低个人消费信贷

成本等举措，旨在降低实体经济和居民的融资成本，促
进消费回暖和升级。2023年7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明确提及加强金融对消
费领域的支持。在政策引导下，银行陆续下调消费贷利
率，让利客户。

此外，个人消费贷款已成为银行个人贷款的新增长
点。随着经济的持续复苏，消费贷市场需求有望继续增长。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银行积极发展消费贷业务，从宏观来看，消费贷利率
的下降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水平。今年以来，宏观经济
稳步复苏，但居民消费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挖掘。通过降
低消费贷利率，银行业将有力支持消费复苏，从而激发
市场活力。从微观来看，消费贷利率的下降将有助于银
行通过“以量补价”实现可持续发展。消费贷业务是银
行业应对低息差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杜阳认为，银行要发力消费金融业务，助力消费复
苏，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拓展消费金融业务
边界。金融消费者千人千面，金融需求各不相同。银行
要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做好用户画像，满足不同类型客
户的需求。二是加速消费金融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
经济的高速发展，打通与现有客户、潜在客户之间的沟
通堵点，提高客户沟通质效，简化业务办理流程，不断提
高消费金融服务的体验。三是严控消费金融风险。建
立健全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约束机制，对客户进行优先

级分类，密切关注市场变化。贷
前对客户资质做好管理和审

核，贷中监测贷款流向，
贷后做好定期跟踪

调研。

银行消费贷促销忙
有银行员工称“申请和提款的客户变多了”

本报记者 张芗逸

国庆假期将至，消费市场升温。各地紧
扣国庆假期消费热点，出台促消费举措，推
出文化旅游活动，力求激活消费潜力。

纵观各地针对国庆假期促消费推出的
举措，围绕“国庆75周年”主题，以“国风”“国
潮”等为关键词的消费活动及线上线下结合
的融合消费模式成为亮点。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这些消费新模式在激发
消费活力、提升消费热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具有积极意义。

组织丰富多彩文旅活动是各地国庆假
期促消费举措的重要抓手。由文化和旅游
部产业发展司举办的2024年全国国庆文化
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壮美山河、

历史文化、红色旅游、大国重器、时代风采等，
举办超3600项约2.4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商
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认为，国庆假
期是每年的消费高峰、旅游旺季。抓住国庆
假期这一时机，推出更加多样丰富的文旅活
动，能够更好发挥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作用。

“国风”“国潮”是这个国庆假期的促消
费热点，各地纷纷结合传统文化、国货“潮
品”，打造消费场景。

9月23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举行
2024年迎国庆文旅消费促进工作通气会，会
上介绍，国庆期间，四川全省将开展集市、展
演、研学等各类非遗活动700余场次，让传统
文化“吸睛”更“吸金”。

在9月24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国
庆假日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

局介绍，围绕国庆、国潮、国风、秋韵等热点，
全市近400项特色活动将为市民游客提供舒
适便捷的金秋消费体验。

“打造国风国潮等消费新场景，为消费市
场融入传统文化元素，通过鉴赏传统之美的
文旅活动和汉服、唐诗、潮流玩具等备受年轻
人追捧的国货‘潮’品，不仅有利于加快培育
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新产品，加速消费市场
回暖，还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宋向清表示。

打造消费场景的同时，各地也通过线下
线上协同发力的形式，以“真金白银”拉动消
费。

据相关负责人在9月14日召开的“黑龙
江省中秋国庆文旅消费促进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黑龙江省商务厅将通过发放政府
消费券、电子红包、线下折扣、企业让利促销
等形式，激发全省消费市场热度。

9月26日，在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办的2024年国庆假期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家电“焕新”补贴实现

“线上线下”同步实施，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
线下门店或网上平台参与活动。

“目前消费者更加注重购物体验和便利
性，线上线下的融合消费将更加普遍。”中国
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宋向清称，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模
式，旨在通过电商直播、消费补贴等手段，推
动消费品质、消费体验和消费内容的升华。
可以促进线上线下市场的互动，促进实体商
业转型升级。

“今年国庆假期将呈现出旅游服务向优
质化、多元化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规模
扩大等特点。”宋向清表示。

国庆假期消费指南国庆假期消费指南：：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真金白银”优惠不断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9月29日，为期10天的铁路国庆黄金周
运输正式开始。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5
亿人次，10月 1日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将突
破2100万人次。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国
庆黄金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
铁路客流预计将保持高位运行，呈现“头尾
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部分时段和
区段客流高度集中。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外出旅游、文娱休
闲需求再度活跃。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
示，截至 9月 28日，“国庆节出游”搜索量较
去年同期上涨27倍。

深度游成为亮点

综合美团、携程、同程旅行、马蜂窝等平
台的预订数据来看，“十一”期间，酒店与机
票价格较去年同期均有回落，高“质价比”产
品带动长假旅游预订火爆。在旅游方式上，
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跟团游和走马观花
式的观光游，而是更倾向于选择自驾、徒步、
露营等自由灵活、个性化定制的旅行方式，
深度游成为一大亮点。

在深度游浪潮中，初秋自然景区成为游
客的首选。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
内热门景区前十中，自然类景区占据八席。
美团数据也显示，从景区分类来看，国庆期
间自然景观类景区的预订占比高达 29.6%，
成为家庭类游客的首选。

其中，可以满足度假、休闲、玩乐等各个
年龄段多重需求的千岛湖以300%的热度涨
幅登上热门景区榜首。秋意正浓的川西地
区也凭借四姑娘山、九寨沟、稻城亚丁等景
区吸引了大量游客。特别是九寨沟，随着 8
月底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其近一周的热度
涨幅高达 450%，成为了成都周边游的新选
择。

旅游酒店行业高级经济师赵焕焱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旅游市场正经历着
深刻的变革，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
日益显著。游客倾向于深入体验目的地的
风土人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说走就走的
旅行”，旅游业向更加精细化和创新化的方
向发展。

同时，旅客也走得更远了。携程数据显
示，“十一”期间超六成旅客为长途游旅客，
周边游仅占两成。赏秋成为长假期间主要
的出行选择之一，张家界的秋叶枫林、九寨
沟的红叶彩林、稻城亚丁的高山草甸、江西
婺源的红柿枝头、武当山的层林尽染成为国
内最热赏秋体验。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字生活分
析师陈礼腾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长假为游客提供了充裕的时间窗口，
也就有了深度游的机会。同时，得益于旅游
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和
服务让游客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加之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兴起，旅游信
息的获取与传播变得便捷、高效，为游客规
划并实施深度游行程提供了信息支持和灵
感来源。

假期旅游呈现高性价比趋势

随着旅游市场的日益成熟，消费者在追
求高品质旅行体验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性价
比。在今年国庆黄金周前夕旅游平台发布
的数据与趋势分析，揭示了旅游市场的新动
向——高性价比目的地正成为游客的新宠。

今年“十一”期间，旅游市场将涌现出一
大批以“地板价”迎客的高性价比目的地。
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外酒店、
机票均价同比去年均有所回落，其中酒店均
价同比去年下降约4.5%，机票均价下降则更
为明显。重庆武隆、云南怒江、四川眉山、黑
龙江黑河、山西朔州、新疆图木舒克、海南澄
迈的预订规模增速领跑全国。这些目的地
正以“景美价低”的优势，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的选择。

携程方面对记者表示，由于高基数、出
境游平抑国内游价格等原因，“十一”旅游或
将出现“量涨价跌”的态势，机票（含税）和酒
店价格双降，旅客可以节省更多。

在国内游领域，携程旗下市场洞察平台
FlightAI的数据显示，国内机票均价较去年
同期下降了 20%；在跨境游方面，随着航班
运力的逐步恢复，出境游成本大幅降低。日
本、泰国、韩国等热门出境游目的地机票均
价（含税）均下降超过20%，全球酒店均价的
普遍下降，也使得跨境游的综合成本更具竞
争力，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出游花费甚至低于
部分国内目的地。

因此，游客出境游的热情依然高涨。
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出行的签证办理
量同比增长七成，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美国、越南、新西兰、英国、俄罗斯、法国、
西班牙位列国庆十大热门办签国家。值
得注意的是，游客的签证办理意识越来越
强，平均提前 68 天办理出境签证，比去年
提前了 29天。

可以预期，今年的国庆假期，旅游市
场 将 在 多 重 因 素 交 织 下 展 现 出 蓬 勃 生
机。赵焕焱表示，高性价比旅游产品的涌
现，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品质与价格的
双重追求，也推动了旅游市场的进一步细
分与多元化发展，国庆假期旅游消费有望
再创新高。

国庆黄金周深度游兴起 旅游消费有望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豪悦

灯塔数据显示，截至 9月 29日 17时 19
分，2024年国庆档新片票房榜总预售票房
（含点映，下同）达到1.22亿元。10部定档新
片中，《749局》《志愿军：存亡之战》《浴火之
路》分列预售票房前三。

国庆档是今年仅存的电影大档期，也是
决定今年电影总票房走势的“关键之战”。
而在三季度暑期档和中秋档电影市场表现
不及预期的情况下，电影上市公司对于国庆
档的布局也更为谨慎。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庆档 10部电影
背后参与出品或联合出品的上市公司数量
达到 15家。参与出品数量超过 3部的上市
公司有 2 家，分别为猫眼娱乐和微博。其
中，微博出品及联合出
品数量达到 4 部，猫眼
娱乐达到 6部。国庆档
电影市场能否迎来转
机，成为业内关注重点。

具体来看，从当前

票房预售成绩来看，科幻冒险动作片《749
局》预售票房暂时领跑。该电影主出品方达
到 8家，包括华谊兄弟和腾讯影业。预售票
房紧随其后的是《志愿军：存亡之战》，其主
出品及联合出品上市公司数量最多，达到11
家，包括中国电影和博纳影业、华谊兄弟、爱
奇艺、阿里影业、万达电影等。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今年国庆档将有 10 部新片上
映，涵盖剧情、战争、犯罪、动作等多种类型，
其中真人影片 8部，不仅在数量上比去年国
庆档多 2 部，并且都是中上制作规模的影
片。

一位影视行业分析师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近些年电影票价的上升也在影响观
众的观影需求。

根据灯塔电影数据，当前，国庆档的平
均票价为 40.5元，已低于 2023年国庆档 42
元的平均票价，也低于 2022 年同期的 41.4
元。

各地也在持续发放消费券，吸引观众走
进影院。例如，9月份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介
绍，为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促进服务消费
相关政策，决定面向餐饮、住宿、电影、体育
等四个领域发放服务消费券，投入市级财政
资金5亿元。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谈及电影市场
问题时直言：“我们现在的电影类型结构还
很不合理，动画片、科幻片等类型影片在整
个电影票房中所占比重太低。”

王长田认为，希望国内动画、科幻等类
型片的票房比重达到 10%至 20%区间，即

此类电影每年
票房规模达到
50 亿元至 100
亿元。

相比2023年的科幻片《流浪地球2》、动
画片《长安三万里》的爆火出圈，2024年科幻
或动画大作暂时缺乏。目前，国庆档共有 2
部动画新片上映，分别为《新大头儿子和小
头爸爸 6：迷你大冒险》及《皮皮鲁和鲁西西
之309暗室》。

中国动漫集团发展研究部主任宋磊向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今年整体动画电影
表现都偏弱。今年在游戏行业现象级出圈
的作品《黑神话：悟空》，有不少国内顶尖动
画人才参与制作过场动画。但从投入上看，
该作品可谓“十年磨一剑”，投资数亿元。而
当前，动画电影领域普遍追求明确见效、短
期回本，即便行业不缺乏技术人才，投资方
也不会过于冒险。

动画制片人南墙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从视觉角度看，观众期待电影效果能够
与国际接轨；从内容上看，院线动画电影仍
然缺乏好剧本、好故事。但市场仍然处于成
长期，大家也不需要太悲观，整个行业的参
与方也在不断摸索寻找自己的商业方法。
未来，期待更多的精品电影上线。”

10部新片角逐国庆档 总预售票房已达1.2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