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假期国内旅游收入达294.3亿元 同

比增长139.7%

红色旅游消费不断升温

本报记者 于蒙蒙

6月14日， 文化和旅游部公告称，2021年

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8913.6万

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94.1%，按可比口

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98.7%；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294.3亿元，同比增长139.7%，恢复至疫前

同期的74.8%。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端午假

期平台整体订单同比去年增幅达83%，其中，

门票、租车、主题游业务已超越2019年同期水

平， 同比去年分别增长87%、153%和171%。

红色旅游消费不断升温， 某平台的红色旅游

产品订单同比增长60%。

红色旅游受追捧

由于端午小长假时间限制， 高铁游成为

周边出行重要选择。 携程数据显示，出行最高

峰在假期首日，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南京、

重庆、长沙、武汉、西安、青岛成为全国高铁抵

达十大热门城市。 从假期热门线路来看，端午

期间游客以短途旅游为主， 旅客高铁游单程

平均时长为2小时13分， 平均出行半径338公

里。

在去哪儿平台上， 端午期间最受欢迎的

景点中，故宫、三星堆博物馆分别列第一和第

三。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等文化类景区的文创

产品日益丰富，故宫的御猫、河南博物院的考

古盲盒、三星堆纵目萌萌杯等“潮玩” 成为吸

引年轻人前去打卡的理由。 端午期间，带有河

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券的门票套餐最受欢迎。

水上乐园类产品在携程平台搜索热度不

断提升。 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成都融创水世

界、恐龙园侏罗纪水世界、海花岛童世界水上

王国、北京欢乐水魔方成为最受欢迎水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旅游消费不断升温。

通过携程平台预订红色旅游产品的订单同比

增长60%。 其中，北京、南京、延安、嘉兴、遵

义、保定、上海、淮安、韶山、安阳为最热红色

旅游目的地。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 枣园革命旧址、 杨家岭革命旧

址、南湖景区、狼牙山、红旗渠、宝塔山等成为

红色旅游前十大景区。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鄂豫皖苏区

首府革命博物馆，12日下午开馆前，门前已经

聚集了大量游客，群体中不仅有企事业单位，

当地不少在校学生也前来参观。 博物馆的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年来馆

参观的游客明显增多， 一到周末或节假日讲

解员数量就颇显不足。

青年是旅游出行主力

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人群占总出

游人数的85%，是假期旅游出行主力。 值得一

提的是，18岁至25岁的大学生和职场青年最

爱高铁出游，18岁至35岁高铁用户占比超过

80%。 假日期间，通过携程预订耗时最短的高

铁为长沙谷山至尖山，仅3分钟车程；最长的

高铁线路为深圳至北京，需耗时1323分钟。

乡村旅游在小长假中也大放异彩。 携程

数据显示，浙江安吉、江苏溧阳、浙江桐庐、安

徽六安、 广西阳朔为端午期间最热乡村旅游

目的地。 从出游人群看，90后游客占比近半，

最爱去城郊乡间。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谢

晓青认为， 小长假消费呈现的新特点、 新趋

势，背后体现出游客对于旅行中文化内涵、个

性体验、出游品质等不断提升的需求。 端午期

间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为旅游市场注入

了新鲜活力， 年轻人逐步成为拉动假日消费

的主力， 也将从需求侧带动旅游消费新业态

加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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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受追捧

由于端午小长假时间限制， 高铁

游成为周边出行重要选择。 携程数据

显示，出行最高峰在假期首日，上海、

北京、杭州、成都、南京、重庆、长沙、武

汉、西安、青岛成为全国高铁抵达十大

热门城市。从假期热门线路来看，端午

期间游客以短途旅游为主， 旅客高铁

游单程平均时长为2小时13分， 平均

出行半径338公里。

在去哪儿平台上， 端午期间最受

欢迎的景点中，故宫、三星堆博物馆分

别列第一和第三。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

等文化类景区的文创产品日益丰富，

故宫的御猫、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

三星堆纵目萌萌杯等“潮玩” 成为吸

引年轻人前去打卡的理由。端午期间，

带有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券的门票套

餐最受欢迎。

水上乐园类产品在携程平台搜索

热度不断提升。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

成都融创水世界、 恐龙园侏罗纪水世

界、海花岛童世界水上王国、北京欢乐

水魔方成为最受欢迎水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旅游消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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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12日下

午开馆前， 门前已经聚集了大量游

客，群体中不仅有企事业单位，当地

不少在校学生也前来参观。 博物馆

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今年来馆参观的游客明显增多，

一到周末或节假日讲解员数量就颇

显不足。

青年是旅游出行主力

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人

群占总出游人数的85%，是假期旅游

出行主力。 值得一提的是，18岁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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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浙江桐庐、安徽六安、广西阳朔为

端午期间最热乡村旅游目的地。 从出

游人群看，90后游客占比近半， 最爱

去城郊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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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点、新趋势，背后体现出游客对于

旅行中文化内涵、个性体验、出游品质

等不断提升的需求。 端午期间各地文

旅活动精彩纷呈， 为旅游市场注入了

新鲜活力， 年轻人逐步成为拉动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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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旅游出游8913.6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94.1%，按

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98.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94.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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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平台整体订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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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水平，同比去年分别增长87%、153%和171%。 红色旅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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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蒙蒙

人民币双向波动特征增强

●本报记者 彭扬

6月14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延续贬值势头， 率先跌破6.41元。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在90.5附近跃跃

欲试，借助不断升温的美联储政策转

向预期，有酝酿上行的迹象。

专家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影响

汇率变化的外部环境存在多重不确

定因素，特别是美元重新走强的可能

性在上升，前期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

存在一定的超调成分、难以持续。 人

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

基本稳定，目前双向波动的特征进一

步增强，这将成为年内人民币汇率运

行的常态。

监管部门发声引导预期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

持双向波动、总体稳定，但四五月出

现了持续较快的升值走势，引起较多

关注。 5月末，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双双升至6.35元一线， 创近3

年新高。在经济基本面并未出现太大

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

存在一定的超调风险。 为此，监管部

门接连发声， 强调 “双向波动是常

态”“坚决打击各种恶意操纵市场、

恶意制造单边预期的行为”“不要赌

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 久赌必

输” ， 并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举

措，稳定并引导市场预期。

从市场汇率走势看， 进入6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回归双向波动，运

行中枢重新回落。 6月14日，离岸人

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延续贬值势头，

盘中跌破6.41元。

不会单边升值

近期，美元指数在90附近企稳，

并展现上行的势头。

对于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华

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表示，鉴

于美元可能反弹，下半年人民币汇率

将面临一些外部不确定因素。一是未

来一两年，美国或是全球第一个货币

政策转向的发达国家，未来美元升值

概率较大。二是美国仍在坚持财政刺

激， 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通胀走

高。三是美元或在中长期出现较大幅

度反弹。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董琦

提示， 美元重新走强的可能性在增

加。 美元流动性正出现拐点。美联储

大概率在三季度释放量化宽松退出

信号。

“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

走高并高位波动，美国通胀水平明显

上升。 2021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预

期将卷土重来，今年年底和明年初将

会出现加息政策窗口。 一旦美国加

息，我国大概率不会迅速跟进，中美

利差会进一步收窄，这将推动美元走

强。 ” 在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

究院院长连平看来，美元面临上行风

险，不支持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唐建伟表示， 虽然近期人民币

汇率大幅走高， 但不会走出单边升

值趋势。

端午假期国内旅游收入达294.3亿元 同比增139.7%

红色旅游不断升温

大盘转债上新 银行多渠道“补血” 需求旺

●本报记者 张勤峰

规模200亿元的南银转债于6月15

日在网上面向公众投资者发售，成为今

年发行的第4只银行转债。 今年前5个

半月，可转债发行数量减少，发行规模

却同比大幅增长，正是得益于银行转债

等中大盘转债供给的推动。

市场人士表示，目前仍有多只银行

转债蓄势待发。同时，银行发行永续债、

二级资本债等动作频频，反映出商业银

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需求较为强烈。

发行规模200亿元

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南京银行本

次将发行200亿元可转债，期限6年。 南

银转债的初始转股价设为10.1元。按初

始转股价计算，200亿元的发行规模，

预计可转换为19.8亿股南京银行A股

股票。转股期从2021年12月21日开始，

到债券到期日（2027年6月14日）结束

（遇节假日顺延）。

机构人士分析，南银转债的转股价

下修条款较严格，且未设置有条件回售

条款。 相比之下，发行规模大与开启网

下发行模式是该转债的主要看点。一方

面，本期转债计划发行规模达到200亿

元，成为今年以来发行规模最大的可转

债之一。 另一方面，本期转债将采用向

原A股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与网上、网

下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也是今年以来为

数不多的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

可转债之一。

银行转债充当供给主力

据统计，截至6月15日，今年以来

沪深市场共发行可转债59只， 面值总

额1429.08亿元，同比增长77%。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前5个半月，可转债的发

行数量少于上年同期，发行规模放量主

要得益于中大盘转债的“贡献” 。

数据显示，2020年同期发行的可

转债中，规模最大的是已退市的东财转

2，为73亿元，其次是希望转债和已退

市的歌尔转2，均为40亿元。 今年以来，

目前仅发行规模超过150亿元的新转

债就达到4只。 其中，上银转债和南银

转债各200亿元； 东方财富再接再厉，

发行了该公司的第3只可转债，规模也

进一步增至158亿元； 杭银转债发行

150亿元。 此外，3月下旬发行的温氏转

债，规模达到92.97亿元；苏行转债、盛

虹转债也分别发行了50亿元可转债。

分行业看，今年以来，工业行业、材

料行业的可转债发行人数量最多，来自

医疗保健行业、信息技术行业的发行人

也不少。不过，按发行规模划分，金融行

业的发行人，特别是银行业发行人是绝

对的供给主力。

银行“补血”欲望强烈

当前还有一些银行正稳步推进转

债发行计划，且计划发行规模不小。 近

日，重庆银行、成都银行、兴业银行相继

披露了可转债发行预案，计划发行规模

分别达130亿元、80亿元和500亿元，目

前相关发行预案均已获得股东大会通

过，待监管部门核准。

银行为何热衷发行可转债？研究机

构认为，银行发行可转债主要是为了补

充核心一级资本。 近年来，在金融加大

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和监管政策调整

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愈

发明显，对资本的渴求不断上升。

南银转债的募集说明书写道：“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200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本行未

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

监管要求补充本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提

高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进一步夯实

各项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资本基础。 ”

据了解，目前国内银行补充资本金

的渠道主要有留存收益、 增资扩股、发

行二级资本工具、优先股、可转债、永续

债等方式。由于近年来银行盈利增长放

缓，仅靠利润留存难以满足资本补充需

要，因此更加依赖外源性资本补充的渠

道。 其中，债券融资的市场影响相对较

小，受到商业银行青睐。

统计显示， 除发行可转债之外，今

年以来，商业银行发行的永续债和二级

资本债等资本补充债券已接近4000亿

元，超过上年同期水平。

三大积极因素助推 下半年经济稳中加固

（上接A01版）并不会削弱各方对

于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信心。

经济保持良好恢复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环比增速、结构变

化、新动能表现、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等

指标，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济的良好恢

复态势。

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研究部主管高

挺认为，5月以来国内服务业强劲复

苏，四五月PMI指数表现坚挺，以及前

期复苏缓慢的行业逐渐迎头赶上，多重

因素进一步支撑了市场对二季度季调

后实际GDP环比增速将从一季度的

0.6%升至2%的预期。

“预计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速进一

步加快，有望达到年内高点。 ” 中信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 与一季

度相比，二季度出口、消费表现继续改

善，制造业投资稳步加快，叠加一季度

受冬季局部疫情影响形成的低基数，

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速可能达到2%左

右，成为全年高点。 三四季度经济环比

增速可能逐步向2017年至2019年的平

均水平回归。

诸建芳认为，制造业投资、服务

性消费、 商品出口三个积极因素将

推动下半年经济稳中向好。 “下半

年经济会更多依靠内生动力的修复

实现稳中加固。 ” 他表示，二三季度

的服务性消费将显著恢复。 与此同

时，餐饮、旅游、酒店、航空、汽车、家

电、 服装等相关消费行业将有亮眼

表现。

宏观政策需精准发力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 业内人士认

为， 下半年宏观政策既要不急转弯、稳

健回归常态， 又要精准发力强弱项、防

风险。

“由于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错

位，下半年可能需要面对美联储货币

政策转向的风险。 ” 中银国际证券全

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我国货币

政策应以我为主。 财政政策需落实落

细，提高支出效率，强化财税政策支

持和引导，发挥对优化经济结构的撬

动作用。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立群看来， 由于外需的不确定性较大，

需进一步释放内需能力， 巩固总需求，

稳定经济恢复的基础。 为此，要着力增

强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和

实效，积极增强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

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

光大银行发布的报告认为，大宗商

品价格走高，要求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精

准， 更倚重结构性工具和改革手段，疏

通货币政策传导，对实体经济短板弱项

和重点领域提供精准支持，提升政策质

效。 同时，避免脱实向虚导致市场非理

性投机炒作。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步入“深水区”

市场迸发新活力

（上接A01版）新上市企业累计

融资1147.18亿元； 已受理再融资

323家项目， 注册生效233家， 其中

145家完成发行， 累计募集资金

1422.02亿元，5家简易程序项目募集

资金9.05亿元；已受理并购重组22家

申请，8家注册生效， 交易总额38.44

亿元。

对于新上市企业而言， 受访上

市公司负责人表示， 上市使得公司

规范运作水平得以提升， 公司发展

迈上新台阶。 “公司上市后，品牌价

值和市场影响力得以提升， 通过法

人治理结构的规范运作和履行严格

的信息披露要求， 有效提高公司经

营管理效率， 公司员工的归属感和

荣誉感也得到提升， 增强了企业凝

聚力，夯实了公司发展基础。 ” 圣元

环保相关负责人说。

创业板改革也给再融资与并

购、退市、持续监管等一系列制度带

来系统性革新， 资本市场迸发活力

的同时， 企业与市场各参与方得以

共享制度红利。 周群飞介绍，2020年

4月，公司推出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 在创业板实行注册制改革

的情况下， 公司2020年底就完成发

行，足额募集了发展所需的150亿元

资金， 引入了优秀的专业机构投资

者，公司股东结构更加丰富。

此外， 创业板再融资简易程序

审核极大提高了融资效率。 截至目

前， 已注册生效的4单简易程序项

目，从受理至注册生效仅用时6个工

作日， 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性和

灵活性。

量变引发质变， 在系列改革助

力下， 创业板公司业绩表现刷新纪

录。 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创业板

公司盈利水平不仅没有下降， 净利

润增速还创出新高。

展望未来，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

表示， 将坚持落实注册制 “三原

则” ，巩固创业板改革成果，维护创

业板注册制高质量运行， 坚守服务

创新创业定位， 做好创业板注册制

试点评估和改进优化， 研究推进未

盈利企业上市制度， 支持更多优质

高新技术企业、 成长型创新创业企

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发展壮大。

MLF“补水”

熨平流动性季节波动

（上接A01版）

流动性操作有望适度发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货币政策保持

松紧适度的稳健态势，在日常政策操

作中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公开市

场逆回购、MLF等人民银行政策工具

利率基本不变，二是人民银行引导市

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三是人民

银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近期资金面波动加大， 主要源

于银行体系资金整体“水位” 下降。

广发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刘郁测

算，5月末， 金融机构超储率可能降

至0.8%左右。

6月下半月还有不少“吸水” 因

素。首先，地方债发行提速，债券缴款

影响逐渐加大。 最新统计显示，本周

政府债券缴款额将连续第二周超过

4000亿元。 其次，境外上市中资企业

迎来分红购汇高峰期，对银行体系流

动性影响显现。 此外，同业存单密集

到期，对银行滚动续做和流动性管理

提出更高要求。

近日，财政部、人民银行投放的

新一期国库现金定存中标利率较前

次操作上行25个基点， 已反映出中

小银行面临一定的流动性压力。

从以往情况看， 几乎每年6月，

人民银行都会通过逆回购操作等手

段加大中短期流动性投放。今年应该

也不例外，这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态

势的题中应有之义。

“6月银行体系流动性很可能出

现供求缺口， 人民银行大概率通过

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进行弥合，加

大逆回购投放量和MLF超额续做是

预期内的主要手段。” 天风证券宏观

首席分析师宋雪涛认为， 未来资金

面明显收紧的可能性不大， 但波动

性可能加大。

按照惯例，人民银行将于6月15

日开展6月MLF操作， 以续做本周

到期的2000亿元MLF。 在连续数月

保持中性对冲之后，市场预期，这次

人民银行大概率恢复对MLF的超额

续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