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大力发展旅游业

拟推动5家以上旅游企业上市

●本报记者 段芳媛

中秋假期，湖南长沙游客爆满。以岳麓山景区为

例，仅中秋假期首日，就有超5.4万名游客进入景区。

从政策方面看，湖南日前出台《关于加快建设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意见》（简称《意见》），全力推

动湖南旅游业发展。 《意见》提出，要推动全省5家

以上旅游企业上市， 引进10家以上世界500强旅游

企业或中国旅游集团20强企业在湖南设立分公司。

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意见》 明确了湖南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目标。

到2025年， 全省旅游总收入达到1.1万亿元以上，接

待游客7.5亿人次以上，人均消费1500元以上，旅游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5%； 培育1家千亿资产

旅游企业和3-4家百亿资产旅游企业，建成2-3处世

界级旅游景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具有全

球吸引力的旅游产品体系。 到2035年，湖南旅游产

业生态更加优化，国际化特征更加凸显，对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推动作用更加有力。

《意见》同时提出，壮大旅游龙头企业，推动全

省5家以上旅游企业上市， 鼓励旅游企业 “升规入

统” ，引进10家以上世界500强旅游企业或中国旅游

集团20强企业在湖南设立分公司。

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 总会计师刘平表示：

“《意见》对促进全省旅游业转型升级、推动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见》

中有关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比较大，创下历年支持

旅游产业发展之最。 ”

《意见》提出，对已通过湖南证监局辅导验收的

旅游企业，省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给予200万元补助；

对完成股改并在湖南股交所挂牌的旅游企业按照省

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补助。

对于引进世界500强旅游企业和中国旅游集团

20强企业新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且年营业收入达

到5000万元以上的，省级旅游专项资金等按照年营

业收入5%给予一次性奖励， 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新“升规入统” 、正常生产经营、履行填报义务的

旅游企业，省级旅游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

元。 对各类产业园区孵化新模式新业态的中小旅游

企业，按照“专精特新” 的要求重点培育。

相关上市公司将受益

张家界、电广传媒等上市公司有望受益于湖南

旅游业发展。

资料显示，张家界主要从事旅游服务业，公司

绝大多数经营性资产位于张家界市。 其中，公司运

营的旅游景区包括宝峰湖，业务涉及观光、索道和

酒店等。

《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张家界市的机场、高铁

站和游客中心等设施改造，增设和规范国际通用标

识，提升国际旅游便捷化水平。拓展欧美和“一带一

路” 国际客源市场，持续扩大张家界市的国际旅游

品牌影响力。

另外，湖南首届旅游发展大会将于9月18日至

20日在张家界市举行。 届时，张家界市将推介文化

旅游，并举行以《人间仙境张家界》为主题的文艺

演出。

近年来，电广传媒全面实施“文旅+投资” 战

略转型。2021年8月出台的《湖南省“十四五” 文化

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电广传媒“传媒

+文旅+投资” 战略升级，依托湖南卫视、芒果TV

等节目内容优势，整合旅游资产资源，打造大型文

旅投资平台。

当前，电广传媒以全资子公司芒果文旅为抓手，

按照“一手抓资源、一手抓产品” 的发展思路，直接

对接湖南广电IP资源，通过委托管理、带资托管、投

资运营等多种方式与外部优质文旅资源开展进一步

合作。

2022年上半年，电广传媒文旅板块实现收入1.4

亿元， 其中二季度实现收入7724万元， 环比增长

22.48%。 文旅业务成为公司支柱产业这一战略目标

将加快实现。

电广传媒董秘谭北京表示，今年以来，公司文旅

业务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得益于全省文旅战略的

助力，另一方面公司文旅业务运营成果得到市场认

可，为公司对接优质文旅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

“安化茶马古道、汨罗屈子祠、湘潭万楼等项目

签约，公司有效实现文旅产品迅速落地。 公司以优

越条件获得成熟景区的运营权，今年四季度增量文

旅项目有望实现收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谭北

京说。

今年以来总票房已突破250亿元

电影市场回暖趋势明显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中

国电影市场2022年度总票房

（含预售） 于9月11日晚突破

25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受疫

情及影片供给等因素影响，上

半年电影市场遭遇不小挑战。

下半年， 随着影院复工率回升

及更多优质影片定档， 特别是

在暑期档有力提振下， 电影市

场回暖趋势明显。

●本报记者 宋维东

新片扎堆中秋档

在今年暑期档创下近三年来同期最佳

票房表现后，电影中秋档接棒上阵。今年中

秋档，《哥，你好》《世间有她》等10余部新

片同场竞技，涵盖喜剧、家庭、爱情等不同

题材，给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且

不少影片受到好评。

其中，影片《哥，你好》关注度较高。猫

眼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9月12日18时，该

片已揽入1.68亿元票房。 此外，《世间有

她》《海的尽头是草原》 等影片票房排名

靠前，但与《哥，你好》的票房表现仍有较

大差距。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12日18

时，今年中秋档总票房（含预售）约3.6亿

元。2021年中秋档票房为4.99亿元；2020年

因中秋和国庆假期重合，无法直接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一些城市的电影

院重新开放。 以沈阳市为例，自9月10日起

包括影剧院等在内的公共场所重新开放。

至潮影城（沈阳印象城店）相关人员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介绍：“按照要求将通过锁

座的方式保证影厅内人数不超过50%。 ”

业内人士表示， 在中秋档杀出重围的

影片，其热度有望持续到国庆档。

电影市场加快回暖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9月12日

18时，中国电影市场2022年总票房（含预

售）已达到250.89亿元。 而2021年电影票

房突破250亿元所用时间接近6个月。 尽管

受到疫情等因素扰动， 但电影市场正在加

快回暖。

回顾今年以来的电影市场， 元旦档和

春节档票房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3月份以

来，上海、吉林等地因疫情影院暂停开放，

电影市场受到较严重影响，清明档、五一

档等档期票房均受到冲击。 随后，全国影

院营业率逐步提升，市场呈现出快速复苏

的态势。

今年暑期档的表现则令行业为之一

振。 随着营业影院数量不断增加且持续保

持稳定， 加上定档影片数量增加及头部影

片的带动，暑期档票房加速回暖。相关数据

显示， 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91.35亿元，

大幅超过去年暑期档73.81亿元的票房成

绩， 扭转了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市场下

行的颓势， 显示出电影市场良好恢复势头

及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对于电影市场回暖， 政策起了重要作

用。 此前发布的 《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

2022年电影惠民消费季的通知》 提出，统

筹推出务实多样的惠民利企电影消费促进

措施，优化消费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充分

发挥电影消费对电影产业循环的牵引带动

作用，更好满足广大观众观影需求，有效促

进电影市场持续恢复。 电影惠民消费季持

续时间为2022年8月至10月。

此次电影惠民消费季对观众购票费用

予以补贴，激发消费热情。 同时，挖掘农村

消费潜力， 继续大力扶持乡镇影院建设和

运营，提升观影体验和服务质量，结合农村

特色节庆活动， 组织开展乡村电影消费促

进活动。

业内人士表示， 头部影片的优异表现

及丰富的影片供给将为电影市场恢复带来

新契机。 接下来， 随着国庆档影片陆续定

档，在政策扶持及生产端、消费端持续发力

下，电影市场热度有望进一步延续，国庆档

票房表现备受期待。

调整优化经营策略

面对电影市场回暖的新契机， 相关上

市公司积极调整优化经营策略。

万达电影表示， 随着更多优质影片定

档，预计下半年全国电影票房将继续恢复。

公司将继续抓好重点档期和重点影片宣传

营销，加强异业合作和品牌联动，持续拓展

大客户资源，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公司

将合理规划档期，全力做好待映影片宣发，

在做好自主项目开发的同时积极寻找市场

潜力影片， 整合资源， 多渠道打造营销体

系，争取影片投资收益最大化。

横店影视称， 公司下半年将加大资产

并购力度，择优兼并优质影投公司，通过并

购优质资产提高市场占有率； 加强与影片

投资方及大型发行公司的合作， 形成战略

同盟，做强做大内容制作产业；此外，探索

科技赋能影视宣发新模式， 加快新影院扩

建及品质提升，推动多元化经营。

唐德影视表示， 下半年将在继续巩固

长视频优势基础上，加强协同发展，重新赋

能影视行业新生态；抢占新赛道，着力中短

视频、微综艺、直播电商等产业布局，以IP

打造、NFT数字藏品为切口， 以AR、VR技

术为支撑，形成数智影视文化产业新闭环。

中秋赏月主题产品走俏 周边游市场快速升温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9月12日晚发布的数据，

2022年中秋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7340.9万

人次，同比下降16.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

年同期的72.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86.8亿元，

同比下降22.8%，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60.6%。

今年中秋假期本地游、 周边游市场快速

升温， 赏月相关主题产品走俏， 而主打“星

空”主题的酒店受到游客追捧。

本地游需求释放

今年中秋假期期间， 各大城市市内及周

边景区迎来客流小高峰。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 在中秋假期十大

热门周边游城市中，长三角城市占据半数。 业

内人士表示，长三角区域疫情趋稳，出游需求

快速释放。

在本地游的带动下， 不少消费者选

择带家人和孩子在高星级酒店过节 ，拥

有玩乐设施、 距离乐园或景区较近的高

星级度假酒店受到青睐。飞猪数据显示，

高星级酒店订单量恢复至去年中秋假期

的八成左右 ， 平均消费金额基本持平。

去哪儿大数据则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高

星级酒店预订占比较2021年同期增长超

两成。

同程研究院认为， 今年中秋假期游客出

行半径较暑期有所缩短。 随着各地疫情防控

形势趋于稳定， 十一假期国内旅行市场或有

更好的表现。

夜游消费受热捧

团圆和赏月是中秋假期的两大关键

词。 今年中秋假期，赏月活动带动了各地

夜游市场热潮，家庭游成为主流，人们出

行时更关注适合一家老小共同体验的景

区和项目。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游园会、夜市和古镇

夜游受到游客欢迎。

中秋赏月习俗带动夜游市场升温。除传

统的乘船夜游、乐园夜游及城市夜游观光

等玩法之外，夜间演艺演出、光影秀、赏灯

祈福等项目受到热捧。 飞猪数据显示，中

秋假期夜游相关产品预订量较端午假期

增长22%。

观星望月让相关主题酒店走俏， 多地

“星空” 主题酒店预订量居前。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旅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吴若山认为， 今年中秋假期出游以

中短途为主， 且文旅部先后推出两批国家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在多重因

素推动下， 夜间旅游消费成为今年中秋假

期的亮点。

多地出台稳楼市政策 购房补贴成“标配”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江苏泰州、湖南浏阳等地发布稳楼

市政策，购房补贴成为“标配” 。此外，有的地

区鼓励房企自行制定让利政策。

多地出台政策

9月10日，杭州临安区出台房地产市场

健康有序发展意见， 支持刚需及改善型住

房需求，2022年9月15日至2023年3月14日

（以网签时间为准），在临安范围内购置总

价不超过300万元的新建商品住房给予房

屋总价1.5%补贴。 购房人不动产登记后进

行补贴。

江苏省泰州市住建局、财政局、人社局、

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进市区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的通知》，对生育二孩、三孩的泰州市

户籍家庭（购房时子女均未满18周岁）以及

退役军人、 现役军人在市区范围内购买商品

住房（含二手商品住房）的，给予实际缴纳契

税金额一定比例的购房补贴。

此外， 江苏泰州提出将调整住房公积金

贷款首付比例。 首次、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首付比例分别调整为20%、30%。 双职

工、 单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分别调

整为100万元、50万元。

浙江兰溪今年9月10日至12月31日将实

施购房补助政策。 对于教育、卫健系统在职在

编人员购房，将给予专项奖励，购买首套房、

二套房分别奖励900元/平方米 （最高奖励9

万元）、500元/平方米（最高奖励5万元），夫

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按一方享受， 奖励不超

过房价总额的15%。

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

合肥、昆明、玉林、珠海等地出台了相关政策，

对购房人进行不同力度的补贴。 补贴覆盖面

包括人才、多孩家庭等。

鼓励房企让利

近日，浏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浏阳市

自然资源局、浏阳市财政局联合印发《浏阳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具

体措施包括限时发放购房补贴、 支持非住宅

有序去化、 调整土地出让价款缴纳比例和期

限、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节点、强化

金融机构房地产信贷支持、 强化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鼓励房企自

行制定让利政策。

克而瑞研报显示， 热点城市楼市更具弹

性，随着“金九银十” 旺季期间供应放量，一

二线热点城市楼市成交有望明显反弹。 多数

三四线城市楼市依旧面临较大的去化压力。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

文静表示，政策释放积极信号，预期“因城施

策” 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有助于稳定购房者预

期，恢复置业信心。 政策发力将显效，市场企

稳可期。 基本面支持强的热点城市楼市有望

率先企稳， 带动重点区域三四线城市楼市完

成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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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明确了湖南推动旅游业

发展的目标。 到2025年，全省旅游总

收入达到1.1万亿元以上， 接待游客

7.5亿人次以上， 人均消费1500元以

上， 旅游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6.5%。

1.1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