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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消费场景变化新趋势

到潮流店里自己组装一辆个性
化自行车，喝杯咖啡的工夫顺手来一
次“文物修复”体验，在充满怀旧元素
的街巷看一场魔术脱口秀……如今
的消费市场，“新玩法”越来越多。

各式各样的消费新场景为啥受
欢迎？业内人士分析，消费新场景是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系统
集成，例如现在很火的体验式、潮流
式消费，充分融合娱乐、策展、潮玩等
内容，年轻人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互
动、沟通、分享，收获的不仅是一件商
品、一次服务，还有更多的情感满足。

中国消费者协会 5 月底发布的报
告显示，今年，除了追求性价比之外，
情绪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消费者选
择的重要因素，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
新的消费热点。本来生活平台 7 月 5
日发布的夏日鲜食消费报告称，当前
的消费需求更精细，高频刚需转向

“复合型需求”，健康饮食深入人心，
“无负担”成为热销零食、饮料的热门
选择。

“随着消费需求的转变，供给侧
需要尽快跟上这一节奏。”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中国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院
长柳学信说，企业应该加快适应，引
领发掘新的消费趋势；政策层面也得
多些支持，包括针对相关方面的扶
持、消费环境的优化等。

此次《措施》正是为顺应消费场
景变化新趋势而推出。国家发展改
革委就业司负责人表示，促进消费稳
定增长，关键是要把蕴藏的巨大消费

潜力释放出来。消费新场景对促进
消费提质升级、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
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从需求侧看，中国有全球规模最
大、成长性最好的中等收入群体，孕
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围绕居民
吃穿住用行等传统实物消费和服务
消费，培育一批智能绿色健康安全的
消费新场景可以起到很好的引领示
范作用。

从供给侧看，以消费升级为导向
的产业升级正在提速，产业体系对智
能化、共享化、网联化等新形态和新
模式的支撑有望进一步增强。打造
消费新场景有助于更好顺应消费场
景变化新趋势，不断提升优质商品和
服务供给，推动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
创造市场新需求。

上述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
委研究出台《措施》，与已出台的消费
专项支持举措形成合力，通过创新消
费场景，拓展消费新需求，培育和壮
大消费新增长点。

数字化、智能化成为焦点

打造消费新场景，重点从哪些方
面发力？

《措施》聚焦 6 大类场景，包括餐
饮消费、文旅体育消费、购物消费、大
宗商品消费、健康养老托育消费和社
区服务消费。

餐饮消费方面，发展细分领域是
重点之一。“在这方面的相关举措中，
首先是鼓励因地制宜挖掘地方特色
美食资源。”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杨琨认为，中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饮
食文化和特色，很多食材也只有当地
生产，具有独特的口味和营养价值。
从实践来看，有的地方在特色美食推
广力度上还需加强，从而带动当地旅
游和特产销售。

《措施》提出，鼓励大型连锁餐饮
下沉发展，发掘县域餐饮消费潜力。
要提供高适配用餐服务，更好满足婴
幼儿、孕产妇等人群多样化需求，推
进餐饮与多业态融合发展。

文 旅 体 育 消 费 近 年 越 来 越 火 。
一句“city不 city啊”火遍社交媒体，上
半年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同比增
长超 1.5 倍，入境游热度攀升；国内年
轻人“特种兵旅游”“小城热”“反向旅
游”等旅游新方式越来越多，“村 BA”

“村超”持续火热。
如 何 更 好 满 足 这 些 消 费 需 求 ？

《措施》明确提出培育文旅体育消费
新场景。深化旅游业态融合创新，积
极发展冰雪旅游、海洋旅游等，推广

“音乐+旅游”“演出+旅游”“赛事+旅
游”等业态，鼓励发展旅游专列等旅
游新产品。优化入境旅游产品和服
务，提升入境旅游便利水平。推动城
乡文旅提质增效，引导和扩大体育休
闲消费，支持打造一批演艺新空间，
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等促消费品
牌活动。

在各类消费中，数字化、智能化
逐渐成为焦点。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研究员魏琪嘉认为，当前众多
消费新场景均紧密关联着科技创新，
这些新场景的出现，正是科技创新持
续推进的必然产物，体现了科技创新
对消费市场的深刻影响。

为此，《措施》提出了不少新举
措：聚焦购物消费，鼓励用新技术拓
展购物消费体验，建设和升级信息消
费体验中心，推动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建设。针对大宗商品消费，明确打造
高阶智能驾驶新场景，推进室内全智
能装配一体化和全屋智能物联，加大
柔性屏、超级摄影、端侧大模型等软
硬件功能开发。在健康养老托育消
费和社区消费中，支持研发融合数字
孪生、脑机交互等技术的医疗装备和
健康用品，探索发展智慧社区，推动
社区生活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消费需求有望得到进一步释放

打造消费新场景，政策层面的新
措施加快落地，多地也在积极推进。

四川在促消费方面“新意”浓。
通过加速数字化场景营造，成都春熙
路商圈、交子公园商圈接连入选第一
批、第二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依托

打造本地特色消费品牌“蜀里安逸”，
全省每年推出 40 个多元融合的消费
新场景。

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介
绍，去年四川推出成都东郊记忆、绵
阳方特等首批 40个消费新场景，拉动
消费超过 1000 亿元。7 月初，2024 年
40 个“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对外发
布，包括不夜天府、潮品嗨购、味美四
川等多个类别。通过一系列举措，四
川力争到 2027 年全省消费市场规模
突破 4万亿元。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北京，山
区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2/3，其中
深 山 区 面 积 约 占 山 区 面 积 的 42%。
北京正利用这一优势大力打造消费
新场景。北京市商务局等 8部门提出
依托京东、京北、京西等深山浅山优
质资源，完善道路、栈道等基础设施，
丰富精品民宿、餐饮等消费配套，进
一步培育提升徒步、骑行、露营、冰
雪、农事体验等近山消费新场景。

“除了打造近山消费场景，我们
还将重点培育街区、亲水、赛事、演
艺、夜间、数字等消费场景，力争到
2025 年底推出 50 个左右示范案例。”
北京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例如在
演艺方面，北京表演团体多元，表演
艺术团体超 801 家，演艺经纪机构超
2000 家。将完善演艺政策机制，构建
演艺品牌矩阵，培育多元演艺空间，
重点打造王府井戏剧谷、前门京味文
化体验区、天桥现代演艺群落 3 个剧
场群以及三里屯、南部、副中心 3个特
色演艺区，推动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
创新性驻场演出或体验场景。

随着各地推出越来越多消费新
场景，消费需求有望得到进一步释
放。多方分析认为，从国际经验看，
当人均 GDP 迈过 1 万美元大关时，消
费升级的进程会显著加快。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 1.2 万美
元，随着人均 GDP 持续提升和中等收
入群体扩大，消费升级步伐将进一步
加快。此外，截至 2023 年末，中国乡
村常住人口共计 4.77 亿人。随着农
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渠道完善，城
乡消费市场融合水平不断提升，将带
动优质消费品下乡及特色农产品进
城，有助于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持续
拓展新的消费增长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鼓励各
地总结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
增长点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央地同
向发力，充分发挥先进地区、优秀企
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形成积极消
费预期。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关乎居民吃穿住用行，涵盖餐饮、文体、购物、大宗商品、康养托育和社区服务领域

促消费六大场景“上新”
海边踏浪、草原避暑、夜经济火热……暑期文旅热

潮席卷全国，消费新动力强劲，市场持续升温。据国家
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消费、外贸、企业
生产经营等多领域高频数据增幅显著，彰显出我国内
需潜力巨大、外贸韧性增强及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旺盛，
映射出经济向好的强劲势头。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居民的消费
能力和消费意愿也逐步增强，消费活力得以不断释
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
任邹蕴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传统消费领域如餐饮、
汽车、家电等正经历转型升级，引领消费市场步入新
阶段。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
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5%，其中 6 月增速达到
12.9%，延续了今年以来的稳步增长态势。同时，小商
品市场经营热度指数上半年同比增长 30.8%，其中 6
月增速更是高达32.4%，显示出小商品销售活力的总
体旺盛。

在线上消费方面，国家信息中心生活服务消费热
度指数二季度同比提高超过15%，休闲娱乐、住宿、旅
游、餐饮业等消费热度指数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36.7%、15.7%、12.4%、12.2%。其中，“尝鲜消费”、出游
消费、演艺消费、体验式消费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县
域消费活力也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此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措施》），提出了17条具体任务举措，为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壮大提供
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新型消费在业态、模式等方面正加速革新，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消费
领域也因此正逐步构建起多重增长的新动力。邹蕴涵认为，《措施》不仅从需
求端发力，以场景创新为核心，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和潜力；同时也从生产端
发力，支持消费领域企业加快升级创新，更好地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着
力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新型消费顺应了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以其创新性、成长性和适配性，为
经济中长期增长开辟了新领域。邹蕴涵表示，《措施》对于持续激发潜在消
费、推动消费持续扩大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当前消费恢复向好以及中长期
消费更好发挥基础性作用产生积极影响。

展望下半年，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措
施》为下半年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促消费政策提供指引，暑假和国庆长假有望
创造良好的服务消费场景。此外，去年下半年整体基数较低以及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回暖将带动消费品
价格提升，也会对消费进一步恢复带来推力。

（综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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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举办2024年
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
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等有关情
况。据初步统计，各地将在暑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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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燃”
暑期消费市场。

今年以来，从“冰雪经济”到“春日
经济”，文旅消费“热辣滚烫”。以“五
一”假期为例，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增长
12.7%。甘肃、江苏、陕西等地将演艺、
非遗、文化遗产、美食等元素与旅游融
合，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殷墟
博物馆等热门博物馆客流持续保持高

位……神州大地上，“诗”和“远方”更
好地联结，不仅给游客带来新体验，也
为文旅市场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暑期是一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旅
游旺季，大中小学生陆续放假，职工年
休假也较为集中，人民群众文化和旅
游消费需求旺盛。比如，有不少学子
就选择通过“毕业旅行”来致敬青春。
某在线旅游平台预订信息显示，“毕业
旅行”搜索量迅速上升，“00后”群体在
6月至8月的旅行预订量大幅度增长。
所谓好马配好鞍，如此火热的消费需
求，更需优质的产品供给来匹配。

一系列“夏日限定”活动在陆续
开展：湖南推出多条避暑游路线，让
游客尽享夏日特色美食、美景；四川
推出特色玩法，探秘文化遗产、领略

巴蜀山水，邀请游客畅游一“夏”；江
苏发出“夏天的邀约”，10条江苏省文
博场馆研学游精品线路串联起各级
各类大中小型博物馆，让游客在行走
中感受江苏地域文明的魅力……改
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潜力，“有形之
手”显现出重要作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
定的《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
新增长点的措施》对外发布。不论是

“发展餐饮消费细分领域，鼓励因地
制宜挖掘地方特色美食资源”，还是

“推动城乡文旅提质增效，引导和扩
大体育休闲消费”，抑或是“推动购物
消费多元融合发展，打造商旅文体融
合的新型消费空间”，当消费场景不
断翻新、迭代、升级，无疑将更好地满

足百姓的个性化、品质化和多样性需
求，为暑期消费市场再添“一把火”。

热潮之下，文旅产业也迎来新
的挑战。观察以往的案例，有游客满
怀期待出发，却发现“想象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各地景区卖一样的工艺
品，商业气过浓，文化味不足，最后只
能沦为“到此一游”。其实，在对待文
化旅游的问题上，最需提防的是心
急。很多长盛不衰、风靡世界的文化
旅游项目，背后往往有对文化品牌的
敬畏，同时还有对服务细节的追求。
对于各地来说，还需要日复一日的深
耕，才能对得起见识和品位不断提升
的消费者。

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
容，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政府
搭台、市场唱戏，消费新场景不断涌
现，相信今年的暑期消费市场必将更
加红火。 （中 经）

增加优质产品供给 助“燃”暑期消费市场

声 音

“老板，再来 10串羊肉串。”周六的
夜晚，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畔，一座座
帐篷里欢笑声和招呼声不停。

“来了。”露营基地负责人施莉娜
骑着自行车满场跑，“感觉车胎都要骑
爆了。”施莉娜笑着说，“不过，这样的
忙碌越多越好。”

近年来，露营成为年轻人的新生
活方式，赏花、钓鱼、飞盘、桌游，丰富
多样的活动和风景，吸引越来越多人
走出城市、走入自然，不断释放消费新
活力。

“露营好玩，做饭好累。”不少网友
在 网 上 分 享 露 营 经 历 ，洗 、切 、串 、
烤……想要吃顿烧烤，一整套动作下
来，天黑了还没吃上。

“创业前我做过调研，熟练运用整
套 装 备 的 露 营 老 手 是 少 数 ，大 部 分
是‘ 尝 鲜 ’的 新 手 。”施 莉 娜 说 ，“ 因
此，‘一站式吃喝玩乐’露营服务成为
我创业的方向。”

深入行业后，施莉娜发现，现在的
消费者既想玩得新，又想玩得好。“现
在的消费者更倾向于现制现售的餐
饮，对食材的口味、新鲜度、丰富度都
要求很高。”施莉娜说，基地一般会根
据第二天的客户数量提前下单，消费
者到场前，她已经和同事搭好了架子、
生好了炉子，“消费者来了就可以烤，
免去自备装备、食材的麻烦。”

针对露营餐饮需求，不少餐饮企
业 抓 住 机 会 ，提 供 户 外 休 闲 餐 饮 产
品。盒马、叮咚、山姆等生鲜电商平台
适时推出“露营套餐”，各类免洗免切
的小海鲜、腌制好的牛羊肉手把串，正
好满足了市场需求。不少餐厅推出了
包含食材、预制菜、炊具、野餐垫等在
内的半成品套餐，加热即食，可以通过
外送等方式满足消费者需要。

“秘制鸡翅销量同比增长 80%，小
龙虾销量同比增长 49%……”餐饮零
售企业锅圈食汇相关负责人邱伟峻一
一列举着今年“五一”假期的“爆款”产
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各地露营
地。邱伟峻介绍，公司原本主营火锅
食材品类，新增了露营食材品类后，今
年相关产品销售数据有了明显提升。

“我们和许多露营地达成固定合作，还
尝试做西式餐点，比如比萨、炸鸡，还
有精酿啤酒，都和露营相关。”邱伟峻
说。

作为餐饮消费新场景，露营也带
动传统餐饮企业开辟新市场。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海底捞露营
火锅上海浦东航头店店长钱江涛就忙
得脚不沾地，可同时容纳 500 人用餐、
约 6万平方米的场地几乎客满，至少提
前一周才能订到位置。

“露营餐厅的菜品都是以套餐形
式出售，有双人餐、四人餐和八人餐。”
钱江涛说，“人均客单价比我们品牌其
它店铺贵一些，但套餐还包含了全天
的营位和围炉煮茶、篝火表演、飞盘、
棋类等许多免费游乐项目，为餐饮增
添了新体验，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城市露营餐厅也随之兴起。去年
以来，不少商场露台、建筑物的屋顶、
小院，“摇身一变”成了露营主题餐
厅。一个天幕、几把椅子，三五好友围
炉烧烤，下班后放松一下……用产品、
场景营造出露营氛围的餐厅，让消费
者在工作日也能实现城市“野餐”。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
用户主动搜索“城市露营餐厅”的搜索
量同比增长超 110%，在美团平台上线

“露营”主题团购的餐饮商户数同比增
长超 50%，相关订单量增长超 216%。

（人 民）

上半年美团“露营”主题餐饮团购相关订单量增长超216%

小帐篷支起餐饮消费新场景

图为近日，市民在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街

道九鼎社区夜市品尝美食。据了解，江苏省宿迁经济技术

开发区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着力打造集饮食、音

乐、时尚、惠民等元素为一体的夜间消费市场。

湖南省怀化市举行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上百款热销车型亮
相。图为消费者到活动现场看车咨询。

（人民视觉）

打造新生代潮玩聚集地，发展线上“虚拟家居布置”等产

品展示业务，探索社区、家庭互助等托育服务新模式……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

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围绕餐饮消费、文

旅体育消费等6个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加速推动消费场

景应用升级和数字赋能，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为何强调打造消费新场景？具体新在何处、怎样推进？

北京市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北京市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荣获“2024年北京市工人先锋号”称号
近日，北京市总工会对首都劳动奖

状、奖章和北京市工人先锋号进行表彰，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
科荣获“2024 年北京市工人先锋号”称
号。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注册科承担着辖区内19万余户市场主体
的登记注册工作。团队在真抓实干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中，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市场
监管人的精神风貌，曾荣获“全国青年文
明号”“全国巾帼文明岗”“北京市青年文
明号”“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等多项集
体荣誉。抓住关键 实现新突破 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开展以来，登记注册科按照

“便民、优质、高效”的要求，积极探索、大
胆尝试，为优化企业营业执照办理方式、
审批模式试行了多项便利化举措。建章
立制 展现新作为 以“规范审批行为、提
升服务质效”为目标，她们聚焦市场主体

和群众办事需求，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形
成审批服务“三化”工作模式，优化平衡服
务和监管，在服务方式、服务质量和服务
效率上持续做“加法”，推动政务服务更便
利、群众办事更便捷。一是事项管理标准
化。二是行政审批规范化。三是培育学
习持续化。2023年，在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的登记系统大比武中，登记注册科荣获
风采奖。内外兼修 彰显新担当 以创建
优质文明窗口作为抓手，他们始终按照准
入服务“快捷便利、优质高效”的要求，梳
理企业登记堵点问题，打破“三道门”，创
建“服务型”团队，不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是一项长期任务，登记注册科将继续以

“极致、细致、有温度”为目标，勇于进取，
开拓创新，为北京市丰台区高质量发展增
添新动能、新优势。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