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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呈现消费热潮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国消费市场火热，各项经济数据亮眼，主要得益于

国家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精准发力，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提振市场信心，人们的消费意愿强劲，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一、政策精准发力提振消费市场

“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据国家税务总局10月8日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

显示，国庆假期，居民消费市场展现较强活力，消费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1%。国庆

假期，粮油食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4%；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百货零售、超市、

便利店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4%、8.9%和4.4%。数据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供应充足价

格稳，销售平稳增长，彰显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国庆消费热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出台了一揽子增量经济政策举措，提振了市场信心，激发“十

一”假期的消费热潮。9月23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下达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保障中秋、国庆期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需求。此外，还安排设备更新贷款贴息资金200亿元，

提振经营主体设备更新积极性，加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财政部表示，要持续督促各地加快资金

使用兑付，强化资金跟踪问效，最大范围、最大力度地释放投资消费潜力。

在中央资金支持下，企业和消费者投资消费积极性得到调动，各领域政策成效逐步显现，政策

落地见成效，政策红利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显著增强，商圈商场人气旺盛，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剧

场影院场场火爆，餐饮住宿消费红火，繁荣活跃假日市场。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0

月1日—10月7日），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投快递包裹超62.81亿件。其中，揽收快递包裹31.61亿件，

日均揽收量与2023年国庆假期相比增长28.4%；投递快递包裹31.2亿件，日均投递量与2023年国庆

长假相比增长26.7%。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家具家电及家居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各

地通过打折让利、线上团券等方式惠及消费者，促进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同比增长149.1%。其中，

冰箱等日用家电、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同比分别增长160.8%和100.2%。家具、装饰材料、涂料等

与家居装修相关的商品销售也呈快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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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期间，汽车销售也迎来热潮，“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降低消费者购车门槛，车企推出

降价促销、购车优惠、购车礼包等优惠，全国二手车销量同比增长65.9%，汽车新车销量同比增长

11.7%，其中新能源车同比增长45.8%。

二、旅游热带动各地经济活力

国庆假期，各地假日旅游热力十足，“流动的中国”彰显生机活力。多地旅游景区、古镇、文

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丰富产品供给，构建起“不打烊”的消费场景，提供精细化服务，让旅

游业提供更好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旅游部门创新业态，挖掘消费新增长点；同时，通过升级

旅游设施、优化配套服务等，提升消费体验，激发消费潜能。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沐阳

表示，开展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以“欢度国庆佳节畅游锦绣山河”为主题，组织各地围绕壮美

山河、历史文化、大国重器、时代风采等，将陆续举办超过3600项约2.4万场次活动，各地将发放5

亿元文旅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开展“旅游中国美好生活”主题推广活动，把实惠便利和欢乐送到广

大老百姓的身边。

文体商旅融合加快，业态模式持续更新，为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拓展了新空间。据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测算，“十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7.65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7008.17亿元，

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0.2%和7.9%。澎湃新闻统计出部分热门城市的“十一”假期成绩单，成都、

重庆、北京三地接待游客数量均超过2000万人次。省会城市中，杭州、长沙的表现突出，分别接待

游客1758万人次和95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8.07%和72.35%。从高德地图的数据来看，今年国庆

假期首日，广佛两城的自驾车出行流量是最大的。在全国的前10数据里，珠三角地区的迁徙路线就

上榜了7个。京津冀地区北京和河北廊坊之间的自驾车出行流量最高，尤其是对于居住在廊坊、工

作在北京的人来说，自驾出行非常普遍。

我国县域旅游、乡村旅游升温，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十

一”假期，县域旅游订单同比增长约20%，来自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杭州、深圳等城市的年

轻人最热衷“奔县”游，其中45%的旅游者为“90后”“00后”。携程公关总监汪怡明表示，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热衷“奔县”，折射出县域消费的火热。像安吉、平潭、景洪等县级市和县城在国庆

首日分别实现了订单86%、67%、50%的增长。“小而美”的县域文化也提供了更个性化、多元化的

选择，让游客在传统意义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之外，找到另外一种更有落差感、更具性价比的体

验。同时，高铁、高速等交通条件的大幅提升，以及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服务的完善也提供了

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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