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视“十一”黄金周 :本地消费成主流

本报记者 王舒嫄

美团日前发布的2022年“十一”黄金周消费数据显示，本地消费占比达77.4%，本地业态的日均消费额相比“五一”假期增长34%，同比2019年黄金周增长52%。

专家表示，在多地倡导“就地过节”背景下，短途旅游受青睐，餐饮消费、家电消费升温，本地消费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的主流。

短途旅游受青睐

从出行来看，今年国庆假期，本地游、周边游备受青睐。 大众点评数据显示，“周边游好去处”成为热门搜索词，乡村游玩的搜索量环比节前增长186%。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从相关数据看，国庆假期前往城郊公园、城市周边乡村、城市公园的游客占比居于前三位，说明本地游很受青睐。

本地游、周边游带动假日消费需求明显增长。 携程7日发布的《2022年国庆假期旅游总结报告》显示，国庆假期7天，周边游人均消费同比增长30%，周边酒店花费增长一成。

“今年国庆假期以本地周边游为主，市场上随之也兴起众多本地游新玩法。 例如‘酒店+’系列套餐，‘景区+’套餐，都是在景区和酒店的基础上叠加丰富的娱乐因素，匹配高质量服务，为消费者带来多层次的旅游新体验，迎合旅客不远行也有新探索的假日旅游需求。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表示。

银河证券报告认为，短途、周边游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反映居民对旅行、休闲消费等需求具备较强韧性。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表示，本地游、周边游释放的消费潜力，通过本地平台的连接，可以有效匹配本地丰富的优质供给，拉动本地消费，从而盘活假日经济。

餐饮消费回暖

“趁着国庆假期想多打卡一些之前没吃过的网红餐厅。 ”正在北京青年路某火锅店门口等待叫号的赵佳说，“今天来晚了，差不多还要等两个小时。 ”

该火锅店店员也告诉记者，平时生意就不错，国庆假期期间更是红火。 “我们店不接受预订，如果不是一开门就到店的客人，基本上都要等1-2个小时，高峰时段等候时间会更长。 ” 。

中国烹饪协会表示，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各地餐饮服务单位围绕做好疫情防控、保证节日供应、促进餐饮消费“做文章” ，多地重现排队就餐的火热场景。

地方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也印证餐饮消费持续回暖。 如上海市商务委公布的《关于2022国庆节上海消费市场运行情况的报告》显示，9月30日至10月6日期间，上海市餐饮消费增长明显，消费金额达到69.6亿元，同比增长18%。 河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22年国庆假日期间，全省城乡居民消费热情持续回升，消费市场呈现持续复苏态势。 其中，餐饮业态10月1日销售额比2020年国庆假期期间餐饮日销售额增长328%。

美团数据显示，假期前5天，到店餐饮订单量较“五一”假期增长47%；本地优质供给助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大众点评必吃榜的订单量增长11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认为，餐饮业受疫情影响明显，但也较具修复弹性和恢复潜力。 有关部门多措并举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餐饮企业自身也寻求转型创新，近期餐饮消费恢复态势明显。

家电消费升温

国庆假期期间多地家电消费有所升温。

以上海为例，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测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上海市苏宁易购、国美电器、京东、百联、家乐福等35家参与政策实施的家电零售企业绿色智能家电销售达1.43亿元，交易笔数达1.69万单，补贴额为1273.5万元。 京东、苏宁上海地区全品类家电销售额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

这是全国家电消费升温的一个缩影。 苏宁易购7日发布2022“十一”消费大数据显示，国庆长假期间，苏宁易购全国门店订单环比增长168%，绿色节能家电销售环比增长98%，智能家电家居类商品销售环比增长95%。

在政策支持下，作为大宗消费品的家电，其消费需求有望加快释放。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称，随着多部门多地区针对绿色智能家电等领域出台的支持政策落地见效，预计城乡家用电器等消费将加快恢复。

信达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罗岸阳也表示，随着各地政府为拉动消费推出多样化消费券和家电补贴政策，叠加疫情改善线下门店客流量逐步恢复，家电消费有望逐渐呈现复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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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首批三季报亮相

上机数控净利翻番

●本报记者 熊永红 董添

10月9日晚，上机数控、康缘药业两家上市公司率先

披露三季报，A股三季报披露正式拉开序幕。 其中，上机

数控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28.31亿元， 同比增长

101.43%。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月9日19时，99家上市公司

披露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72家预喜，预喜率

达72.73%。 绩优股主要扎堆在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两公司率先披露三季报

上机数控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74.86亿元，同比增长130.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8.31亿元，同比增长101.43%。 2022年第三

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3亿元，同比增长50.78%；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5亿元， 同比增长

125.74%。 报告期内，单晶硅业务规模扩大，收入、利润

增加。

同日，上机数控还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中国证监

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2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60亿元（含6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

“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康缘药业三季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1.25亿元，同比增长20.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81亿元，同比增长35.83%；第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10.28亿元，同比增长26.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021.72万元，同比增长47.48%。

同日，康缘药业还披露公告显示，2022年1-9月，公司

口服液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1.52%， 主要是报告

期内金振口服液销售额增长所致；颗粒剂、冲剂的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长64.86%， 主要是报告期内杏贝止咳颗

粒销售额增长所致； 凝胶剂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54.4%，主要是报告期内筋骨止痛凝胶销售额增长所致。

进入三季报加速披露期

除康缘药业、上机数控两家公司外，剑桥科技、华铁

应急、众兴菌业、四方科技、三孚股份、农发种业、双良节

能、长虹华意、星源材质、圆通速递、长远锂科等上市公司

也将在国庆假期之后首周（10月10日至10月16日）披露

三季报。

部分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较为可观。 长远锂

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6.33亿元， 同比增长167.93%。

主要原因是下游市场需求旺盛，公司产品销量增加；同时

上游材料价格上涨，公司上调产品单价，营业总收入实现

大幅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8亿元，

同比增长141.66%。 主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需求持

续增长，产销规模增加，利润增长。

以圆通速递为代表的部分上市公司第三季度迎来季

节性旺季， 从半年报业绩及下半年以来披露的经营数据

看，前三季度业绩有望维持较为可观的增长态势。

圆通速递半年报显示，2022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50.66亿元，同比增长28.58%；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17.74亿元，同比增长174.72%。 根据圆

通速递披露的月度快递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公司7、8月

快递产品收入增速较高。 其中，2022年7月，公司实现快

递产品收入38.53亿元，同比增长36.25%。 2022年8月，公

司实现快递产品收入38.3亿元，同比增长30.44%。

节后首周披露结束后，中兵红箭等31家上市公司将

于10月18日披露三季报，三季报披露将进入加速期。 颇

受市场关注的贵州茅台预计于10月17日披露三季报。 贵

州茅台2022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576.17亿元， 同比

增长17.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7.94

亿元，同比增长20.85%。

预喜公司扎堆新能源行业

进入三季报业绩披露季， 上市公司业绩有望成为市

场关注焦点。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19时，99家上

市公司披露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72家预喜， 预喜

率达到72.73%。

通威股份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14亿元至218亿元， 同比增长259.98%

至266.71%。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高纯晶硅产品市场

需求持续旺盛，价格同比上涨，叠加公司新产能快速爬坡

达产，实现量利大幅提升；电池片业务产销两旺，产量同

比大幅增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同比提升；饲

料业务优化市场策略，坚持“质量方针” ，实现量利双增。

净利润数值方面，通威股份、广汇能源、立讯精密、

TCL中环等13家上市公司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超过10亿元。

TCL中环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9.3亿元至50.7亿元， 同比增长78.53%

至83.6%。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新能源光伏业务板块

方面，宁夏中环六期项目投产顺利，先进产能加速提升，

产品结构优化，在供应链波动下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半导

体材料业务板块方面， 通过加速产能建设及技术研发实

现产品能力提升。

净利润增幅方面，雅化集团、凯龙股份、华大智造、天

力锂能等19家上市公司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下限超过100%。

雅化集团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4.62亿元至36.62亿元， 同比增长

447.53%至479.16%。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新能源市场需求旺盛，锂盐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公

司抓住市场机遇，加大锂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使经营利

润得到大幅度提升。

从上述净利润增幅居前、净利润数值居前的上市公

司所在行业看，绩优股主要扎堆在光伏、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

国庆假期4.22亿人次出游 夜游经济表现亮眼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文旅部日前披露，经测算，2022年国庆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4.22亿人次，同比下降18.2%，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60.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872.1

亿元，同比下降26.2%，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44.2%。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夜间文化活

动和旅游消费明显活跃，第一批120家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3995.6万人次，

平均每个集聚区每夜客流量达4.76万人次。

出行成本下降

受疫情影响，本地游、周边游仍是广大居民出行首

选。文旅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选择跨省游和省内跨市

游的游客比例分别减少了14.4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

点。 前往城郊公园、城市周边乡村、城市公园的游客占

比居前三位，分别达23.8%、22.6%和16.8%。

出行方面， 国庆假期最热门的航班线路集中在长

三角与珠三角核心城市之间。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在假

期最热门的航班线路中，往返于广州、深圳和上海、杭

州之间的线路占据半数。

今年国庆假期机票价格创五年来同期最低。 去哪

儿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假期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

约为65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2%。 10月3日-4日是国

庆假期的价格洼地，机票价格低至5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国庆假期特色度假酒店受追捧，本

地餐饮预定情况良好。一二线城市近郊的度假型酒店、

高品质乡村民宿及主题乐园周边酒店节前预定火爆。

美团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期间餐饮线上预订单数量较

2021年同期增长87.6%。 国庆假期消费者以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为主的小家庭成为过节主体，就餐人数以2-3

人和4-6人的中型桌餐为主，占比近60%。 本地餐饮消

费表现良好。

夜间文化活动活跃

国庆假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据文旅部披露， 夜间文化活动和旅游消费明显活

跃，第一批120家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

计夜间客流量达3995.6万人次， 平均每个集聚区每夜

客流量达4.76万人次。 山东围绕 “夜宿”“夜游”“夜

集”推出“秉烛游山东” 线上文旅活动。 广西北海银滩

潮雕灯光秀、海丝首港海上烟花秀等“夜秀” 项目成为

市民游客纷纷打卡的网红项目。

在周边游趋势带动下，露营经济继续红火。 携程数

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露营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0

倍，其中本地订单占比近八成。 在飞猪平台上，国庆假

期露营订单量较节前也增长1.3倍。

除主流旅游城市受追捧外， 一批相对小众的目的

地旅游热度迅速上升。 同程旅行方面介绍，泉州、延边、

龙岩、邵阳、漳州的酒店预订量今年国庆假期出现快速

增长，同比涨幅均超过100%。 一方面，这些城市所在的

省份节前疫情防控形势较为稳定；另一方面，这些城市

独特的民俗风情、 自然风光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众多国

内游客前往发掘。

透视“十一”黄金周:本地消费成主流

美团日前发布的2022年“十一” 黄金周消

费数据显示，本地消费占比达77.4%，本地业态

的日均消费额相比“五一” 假期增长34%，同比

2019年黄金周增长52%。

专家表示，在多地倡导“就地过节” 背景

下，短途旅游受青睐，餐饮消费、家电消费升温，

本地消费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的主流。

●本报记者 王舒嫄

新华社图片

短途旅游受青睐

从出行来看，今年国庆假期，本地游、周边游备受青睐。 大

众点评数据显示，“周边游好去处”成为热门搜索词，乡村游玩

的搜索量环比节前增长186%。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从相关数据看，国庆

假期前往城郊公园、城市周边乡村、城市公园的游客占比居于

前三位，说明本地游很受青睐。

本地游、周边游带动假日消费需求明显增长。携程7日发布

的《2022年国庆假期旅游总结报告》显示，国庆假期7天，周边

游人均消费同比增长30%，周边酒店花费增长一成。

“今年国庆假期以本地周边游为主， 市场上随之也兴起众

多本地游新玩法。 例如‘酒店+’ 系列套餐，‘景区+’ 套餐，都是

在景区和酒店的基础上叠加丰富的娱乐因素，匹配高质量服务，

为消费者带来多层次的旅游新体验， 迎合旅客不远行也有新探

索的假日旅游需求。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表示。

银河证券报告认为，短途、周边游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反映

居民对旅行、休闲消费等需求具备较强韧性。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表示，本地游、周边游释放的消费潜力，通过本地平台的连接，

可以有效匹配本地丰富的优质供给，拉动本地消费，从而盘活

假日经济。

餐饮消费回暖

“趁着国庆假期想多打卡一些之前没吃过的网红餐厅。 ”

正在北京青年路某火锅店门口等待叫号的赵佳说，“今天来晚

了，差不多还要等两个小时。 ”

该火锅店店员也告诉记者，平时生意就不错，国庆假期期

间更是红火。 “我们店不接受预订，如果不是一开门就到店的

客人，基本上都要等1-2个小时，高峰时段等候时间会更长。 ”

中国烹饪协会表示，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各地餐饮

服务单位围绕做好疫情防控、 保证节日供应、 促进餐饮消费

“做文章” ，多地重现排队就餐的火热场景。

地方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也印证餐饮消费持续回暖。如上

海市商务委公布的 《关于2022国庆节上海消费市场运行情况

的报告》显示，9月30日至10月6日期间，上海市餐饮消费增长

明显，消费金额达到69.6亿元，同比增长18%。 河南省商务厅数

据显示，2022年国庆假日期间，全省城乡居民消费热情持续回

升，消费市场呈现持续复苏态势。 其中，餐饮业态10月1日销售

额比2020年国庆假期期间餐饮日销售额增长328%。

美团数据显示，假期前5天，到店餐饮订单量较“五一” 假

期增长47%；本地优质供给助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大众点评

必吃榜的订单量增长11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认为，

餐饮业受疫情影响明显，但也较具修复弹性和恢复潜力。 有关

部门多措并举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餐饮企业自身也寻求转型

创新，近期餐饮消费恢复态势明显。

家电消费升温

国庆假期期间多地家电消费有所升温。

以上海为例，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测数据显

示，10月1日至6日，上海市苏宁易购、国美电器、京东、百联、家

乐福等35家参与政策实施的家电零售企业绿色智能家电销售

达1.43亿元，交易笔数达1.69万单，补贴额为1273.5万元。京东、

苏宁上海地区全品类家电销售额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

这是全国家电消费升温的一个缩影。 苏宁易购7日发布

2022“十一” 消费大数据显示，国庆长假期间，苏宁易购全国

门店订单环比增长168%，绿色节能家电销售环比增长98%，智

能家电家居类商品销售环比增长95%。

在政策支持下，作为大宗消费品的家电，其消费需求有望

加快释放。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称，

随着多部门多地区针对绿色智能家电等领域出台的支持政策

落地见效，预计城乡家用电器等消费将加快恢复。

信达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罗岸阳也表示， 随着各地政

府为拉动消费推出多样化消费券和家电补贴政策， 叠加疫情改

善线下门店客流量逐步恢复，家电消费有望逐渐呈现复苏态势。

近92亿元重组方案出炉

中船科技拟注入新能源优质赛道资产

●本报记者 杨洁

中船科技10月9日晚发布公告， 拟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国海装

100%股份、中船风电88.58%股权、新疆海为

100%股权、洛阳双瑞44.64%少数股权、凌久

电气10%少数股权，这些标的资产为风电行

业等相关新能源领域资产， 交易作价91.98

亿元。

实控人不变

中船科技公告称，交易完成后，中船科

技将直接持有中国海装100%股权和新疆海

为100%股权， 并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

计持有中船风电100%股权、洛阳双瑞100%

股权和凌久电气100%股权。

此外，中船科技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拟不超过30亿元。募集配套资

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拟用于补充上市公司

和标的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债务以及相关

项目建设等，具体包括：兴城2号30万千瓦风

电项目、江苏盐城风电叶片产线升级改造项

目、中国海装象山大型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

总装基地建设项目、正镶白族乌宁巴图风电

二期100MW风电项目等。

公告显示，中船科技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的交易作价为91.98亿元， 其中股份对价为

87.43亿元，现金对价为4.55亿元。 中国海装

100%股份的交易对价为60.93亿元，中船风

电88.58%股权的交易对价为18.51亿元，新

疆海为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8.45亿元，

洛阳双瑞44.64%少数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95亿元， 凌久电气10%少数股权的交易对

价为1339.35万元。 此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公告称，中船科技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中国船舶集团所控制

的关联方对上市公司合计持股48.25%，仍

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注入新能源业务资产

中船科技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为风电行

业等相关新能源领域资产，主要业务为风力

发电设备的制造、风电场和光伏电站的开发

与运营、新能源工程建设服务等。 本次重组

前，中船科技业务以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及

监理、工程总承包等业务为主，其服务的行

业包括船舶、军工、机械、建筑、市政、环保、

水工等行业。

中船科技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船

风电、中国海装、新疆海为、洛阳双瑞、凌久

电气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

积极做好产业布局，实现多元发展，通过推

动创新加强品牌建设， 提高市场影响力，不

断做强做大，充分发挥与标的公司之间的协

同效应，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整体资

产质量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在行业内的

综合竞争力，为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船科技此次重

组标的公司存在政府补助占经营业绩比重

较高的风险。 中国海装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

机组及其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1-6

月）， 中国海装获取的政府补助对营业利润

的影响分别为19.04%、34.54%和5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