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秋节假期国内出游1.07亿人次

9

月

15

日，在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稻田小镇”，游客乘坐小火车在稻田旅游观光。

9

月

18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显示，

2024

年中秋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

游

1.07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6.3%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510.47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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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局：跨境资金流动更趋稳定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9月18

日就2024年8月份外汇收支形势回答记

者提问时表示，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

稳定，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 8月份，

企业、 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顺差

153亿美元；同时，境内主体购汇节奏有

所回落、结汇需求稳中有升，银行结售汇

差额趋向均衡。 在内外部环境持续改善

的作用下，近期外汇市场预期更加平稳，

市场交易保持理性有序。

“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向

好。 ” 该负责人表示，我国外贸发展态势

持续向好，8月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

净流入环比增长11%； 境外机构继续净

增持境内债券， 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意

愿保持稳定。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分红派

息季节性回落， 关联企业跨境融资趋于

稳定。

该负责人表示， 未来我国外汇市场

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从内部看，我

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不

断积累，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持续巩固

和增强。同时，我国外汇市场发展与改革

持续推进，市场内在韧性提升，将继续发

挥稳定市场预期和交易的积极作用。 从

外部看， 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

策进入降息周期， 国际金融市场环境有

望进一步改善。

第三届数贸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商务部：培育数字贸易领军企业

●本报记者 王舒嫄

9月25日至29日， 第三届全球数

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商

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9月18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第三届数贸

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32个国

家和地区的龙头企业参展，国际企业

参展数量和面积占比均超20%。

唐文弘表示，商务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

全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

数字贸易领域标准。培育具有较强创

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

军企业，在细分领域积极培育外向度

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

贸易企业，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电子商

务谈判，推动加入DEPA和CPTPP进

程，深化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

与合作，贡献发展数字贸易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首发首秀首展数量大增

关于第三届数贸会筹备工作，

唐文弘介绍，在展览展示方面，32个

国家和地区的龙头企业参展，国际企

业参展数量和面积占比均超20%。除

主宾国哈萨克斯坦、泰国打造国家馆

外，第三届数贸会还将首次设立国际

友城馆和海外产业馆，美国波士顿等

城市将组织企业集中参展。

在首发首秀方面，400余项新产

品、新技术中约1/4来自国外，比例

远超上届。在洽谈对接方面，将继续

举办数字自贸区产业对接会， 首次

同期举办投资中国—开发区对话

500强等活动，国际客商数量约为上

届三倍。

在展示内容上，首发首秀首展数

量是上届的4倍， 将首次设立未来产

业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低空

经济等领域前沿技术。 在呈现方式

上，将采用数字人、裸眼3D等技术增

强现场互动，首次举办数字人智辩大

赛、AI电子音乐作曲大赛， 生动诠释

数字贸易前沿技术的应用场景。 在服

务保障上，为每家参展企业“数字画

像” ，促进供需精准匹配，还将在展会

现场设置服务专区，为国际客商提供

高效便捷支付服务。

在打造品牌方面，去年“丝路电

商日” 成为最火爆活动之一，今年将

围绕电商产业生态，进一步丰富活动

内涵。 同时，率先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成果，策划“数贸非洲日” 活动，

打造数字贸易合作新典范。 在成果发

布方面，除继续发布《中国数字贸易

发展报告》《“丝路电商” 合作发展

报告》外，还将首次发布《中国数字

商务发展报告》，集中呈现我国数字

商务发展成效和未来展望，为弥合数

字鸿沟贡献中国智慧。

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服务为

核心、数字订购与数字交付为主要特

征的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发

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023年以来，中国的数字贸易

快速发展。 ” 唐文弘介绍，一方面，规

模保持较快增长。 2024年上半年，中

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

达到1.42万亿元，增长3.7%，创历史

新高； 跨境电商进出口1.22万亿元，

增长10.5%，也达到历史新高，对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 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数字经济保持稳健增长。 2023年，中

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10%；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10.92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7.5%； 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

6165亿元，增长了35.5%。 数据要素

市场日趋活跃，2023年数据生产总量

达到了32.85泽字节 （ZB）， 增长了

22.4%， 这些都为数字贸易改革创新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竞争实力显著提升。 “云

端经济” 生态逐步形成， 催生出众

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服务外包新

业态新模式。 2023年，中国离岸服务

外包执行额达到1513.6亿美元，自主

研发游戏海外销售收入达到166.7亿

美元， 多款头部游戏在海外广受认

可，长期位居下载榜前列。 网络文学

出海市场规模突破40亿元，海外访问

用户约为2.3亿人， 网络文学生态出

海格局初步形成。

文旅消费升温 市场活力释放

———2024年中秋假期盘点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魏玉坤、王雨萧、张博文

丹桂飘香，明月皎皎，又是一年

中秋节。

车站机场熙熙攘攘，热门景点

人头攒动，影院剧场座无虚席……

今年中秋假期， 国内1.07亿人次出

游、 出游总花费510.47亿元，“人

潮” 带动“人气” ，汇成一幅流动中

国的优美长卷，折射中国经济稳中

有进的发展态势。

传统民俗活动推陈出新

9月15日晚6点，北京园博园三

号门广场，以“月映雅乐中秋情”为

主题的民俗演出在现场观众热烈的

掌声中开场。 民乐打击乐《龙腾虎

跃》鼓点铿锵，一曲奏罢，观众仍沉

浸在旋律之中。

投壶下棋、国风表演……同日

晚，正在重庆市梁平区举行的“双

桂揽月·只此中秋” 游园会，吸引不

少市民参加。 “我和朋友专门穿着

汉服来体验游园会，还亲手制作了

漆扇。 ” 市民陈女士说。

中秋佳节，全国多地立足传统

民俗、创新文化场景，推出了丰富

多样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消费者

需求。

在浙江永康方岩风景名胜区

举行的方岩庙会上， 村民们身着

传统服装，手举大旗，交叉跳阵，

长棍独练、 短棍对拆等武技表演

精彩纷呈；

在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游客与化身“嫦娥” 的巡游演

员对诗， 成功者可免费获得一盏

古风灯笼；

在江苏扬州，夜色中，瘦西湖上

的古桥、古建筑被灯光点亮。 岸边，

古风游戏、诗词互动等沉浸式体验

活动，让市民与中式美学来一场月

下邂逅……

出行数据显示，灯会游园需求

旺盛。 根据滴滴出行数据，中秋假

期，北京园博园、昆明大观公园、广

州文化公园举办了中秋灯会，打车

需求相比端午假期分别上涨340%、

155%和82%。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

城景区举办中秋专场音乐会，打车

需求上涨15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许光建说， 各地以共度中秋

佳节为契机，深入挖掘诗词歌赋、

礼仪风俗中的文化内涵， 积极打

造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推动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消费更趋理性和个性化

今年中秋假期，国内消费市场

继续彰显活力。

商务部有关监测数据显示，假

期3天， 全国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6.5%，重点监测企业

绿色有机食品、通讯器材销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18.1%和5.7%； 全国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9%。

中秋寻古，吃月饼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 今年月饼市场兴起了“简

约风” ，不少礼盒包装层数不超过

三层。 月饼在分量上也进行了“瘦

身” ，小包装、迷你月饼成为市场

新宠。

“散装的小月饼很实惠， 口味

和数量可以自由搭配， 价格也合

适。 ” 在安徽滁州一家大型超市，前

来购买月饼的李先生说。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

说， 消费者逐渐从过去的盲目追求

奢华，转变为更加注重品质和口味，

月饼这一传统节日食品正回归其文

化内涵和本质意义。

消费市场更趋理性和个性化。

美团数据显示， 中秋假期，“中秋”

“团圆” 主题餐饮团购订单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超5倍， 餐饮堂食增长

近20%； 休闲露营订单量同比增长

312%，DIY手工坊订单量同比增长

136.8%。 京东数据显示，低糖月饼

备受青睐， 比如低糖五仁月饼成交

额同比增长45%； 性价比较高的白

酒受到消费者追捧， 在调研中更多

消费者选择单价在100至300元的

白酒。

“节假日消费是观察经济活力

的一扇窗口。中秋假期，理性和个性

化消费趋势明显， 表明我国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 逐渐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 ”庞超然说。

文旅融合趋势明显、

短途游成主流

中秋节期间，在位于宁夏中卫

的沙坡头旅游景区， 连绵的沙丘、

壮美的黄河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

沓来。 来自四川成都的崔璐陪同父

母在沙坡头体验了骑骆驼、大漠飞

天等项目，“和家人在这里感受大

漠风情，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很是

难忘。 ”

旅游市场持续火热。 据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中秋节假期，

全国国内出游1.07亿人次， 按可比

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6.3%；国内

游客出游总花费510.47亿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8.0%。

文旅融合是突出亮点。 飞猪数

据显示，中秋假期，赏月游、赏灯游

的搜索热度同比分别增长61%、

267%，北京园博园“京彩灯会” 、成

都武侯祠拜月祈福仪式等主题活动

成为中秋假期赏月游、赏灯游热门

景点。

“微度假” 短途游成假日主流。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中秋假期呈现

以中短距离游为主的特点，在市内

及周边的“微度假” 备受欢迎。 携

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同省酒店订

单占比超50%。

出境游延续较高增长态势。

飞猪数据显示， 中秋假期出境游

预订量在端午基础上继续增长，

境外门票、境外当地玩乐、国际邮

轮预订量环比端午假期均保持两

位数增速。

“重视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

务是今年中秋旅游市场的突出特

点。 欣欣向荣的假日旅游市场，彰

显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

许光建说。

文化市场火热向好

中秋假期，电影市场供给丰富。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中秋档（9月

15日至17日）全国电影票房为3.89

亿元，观影人次为957万，国产影片

票房为3.32亿元， 占比为85.35%，

《流浪地球2 （3D版）》《野孩子》

《出走的决心》等影片类型多样。

“文博游”热度持续升温。 中秋

佳节，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上新”

各自展陈：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举办

“梦回古今———博物馆中秋之夜”主

题游园活动，通过古今交融的陈列展

览、非遗展演和民俗消费体验，让市

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古人夜游场景；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 孩子们身穿汉

服，在“古代书房”沉浸式感受古人

读书氛围；杭州博物馆邀请游客在中

秋之夜亲手制作莲花灯。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各地

博物馆门票订单量较端午假期增长

15%。 美团数据显示， 湖北省博物

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等成为

假期热门打卡地。

以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为主的

“新中式” 消费火热。 美团数据显

示，中秋假期，茶馆“新中式” 主题

套餐订单量同比增长550%，“非遗

手工” 搜索量同比增长373%，“国

宾馆”搜索量环比上涨11%。

“总体来看，这个中秋假期，文

化活动多样、民俗体验丰富，消费市

场活力足、人气旺，假日经济正焕发

新的活力。 ”庞超然说。（新华社北

京9月18日电）

增加优质供给

上市公司抢抓“两新”机遇

（上接A01版） 设备更新的效果同

样立竿见影。 国家统计局表示，8月份，

在设备更新等因素带动下， 船舶及相关

装置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 城市轨道

交通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1%，纺

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10.5%， 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10.3%，均为两位数增长。

柳工董秘黄华琳指着刚刚下线的电

动装载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设

备更新政策驱动下， 工程机械巨大保有

量的更新将是未来几年市场需求的基本

盘。比如电动化方面，除了钢铁、港口、能

源等行业的电动化升级替换， 标准农田

改造、城市改造、农林、光伏、储能等领域

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

在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升

级过程中，借助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不

少公司加快了设备更新的步伐。在江西，

安源煤业投资1.34亿元实施智能化改

造；在吉林，凌云股份投资4500万元更

新一条新能源电池壳体生产线， 产能较

以往预计提高20%……

长城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 据初步

评估， 在本轮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过程中， 一个年均规模超过5万亿

元的庞大市场正在形成， 产业正迈向更

高附加值、更绿色环保、更智能化的发展

轨道。

加快推出新产品

为推动“两新” 行动加快落地，增加

优质供给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上市公司

向“新”向“绿” 向“智” ，加快推出新产

品，满足市场新需求。

今年6月， 中国中车发布了七款新

能源机车， 为老旧型内燃机车更新换代

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新能源机车可实

现低碳零碳排放、低噪音、高效率运行，

将有效解决老旧内燃机车存在的‘油耗

大、排放高、噪音大、舒适性差’ 等问

题。 ” 中国中车副总裁林存增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国家铁路局有关规划明确， 力争到

2027年实现老旧内燃机车基本淘汰。 根

据这一目标， 中国中车不断加快技术创

新，除了上述发布的七款新能源机车，今

年3月， 公司推出的全国首列氢能源市

域列车成功完成160公里满载运行试

验， 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

取得历史性突破。

工程机械同样是设备更新的潜力市

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柳工

等纷纷加快在智能化、 电动化产品上的

布局，以满足客户设备更新换代的需求。

根据三一重工的规划，2024年， 公司将

持续提升新能源产品覆盖度， 总计要完

成80多款新能源产品的上市。

柳工作为工程机械行业电动化的引

领者，更是凭借前瞻性布局，在设备更新

政策的推动下迎来收获期。 柳工董事长

曾光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我

们拥有11条电动产品线，包括电动装载

机、电动挖掘机、电动矿卡、电动平地机、

电动压路机等。 ‘电动工程机械行业客

户首选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

同时，上市公司向“智” 而行，借助

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 不断推出智能化

产品和解决方案。 深耕智能电力测控产

品研发、销售的雅达股份表示，将以人工

智能+和数字化转型为契机， 抓住大规

模设备更新机遇， 全面推进传统行业转

型升级。

智能化升级同样是以旧换新的重

点。 最近两年，智能驾驶进程持续加快，

智能汽车成了消费者以旧换新的“心头

好”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新能源乘用车L2级及以上的辅助驾

驶功能装车率达66.4%， 意味着消费者

对智能驾驶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

车企正加快在智能驾驶领域的布

局。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比亚迪非

常重视智能驾驶技术， 公司自研的车载

计算平台成立了专门的感知实验室，组

建了端到端的大模型团队以及AI超算

中心，持续在智驾领域加码投入。 同时，

产业链企业也纷纷“抱团” ，合力布局智

能驾驶领域。

打好政策组合拳

今年以来，“两新”行动呈现出政策

持续加力的态势。 3月，国务院印发《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4月，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资源

回收企业“反向开票” 实施办法，打通以

旧换新税务堵点；7月， 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联合发文，统筹安排3000亿

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两

新”行动。 同时，各地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两新”行动的政策措施。

在“两新” 行动快速推进的同时，仍

有不少堵点需要打通。 嘉兴市统计调查

中心在调研中就发现，当前“两新” 实施

过程中，有三方面问题需要改善，包括：

具体政策落地进度仍不够快、 经营主体

对设施设备更新意愿不够强、 审批流程

繁杂导致部分意愿企业持观望态度。

部分工业企业表示，受产品迭代升

级要求和资金压力限制，一般选择更新

关键零部件，其余部分则是每年进行一

次翻新和维修，因此期望在零部件更新

和设备维保上能够有相应针对性的补

贴政策。 有企业表示，淘汰设备回收率

普遍较低或是没有合适的回收渠道，作

为废品低价出售或者闲置，也增加了企

业的负担。 还有企业在当前订单减少、

资金短缺等因素影响下，通过加强管理

还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设备更新意

愿不强。

日前， 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同力股份

表示，“工程机械大型化” 政策目前尚未

落地， 鼓励设备更新的政策在客户端没

有太大反响， 大家不会冒险去勉强套用

政策。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化政策，因

为可能涉及补贴政策或未来淘汰旧设备

的问题， 公司预计大型化政策明年可能

落地。

主营大型矿山机械设备、 资源再生

处置利用设备的浙矿股份在接受机构调

研时表示， 由于近两年房地产行业整体

承压， 相关开发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持

续回落。受上述因素影响，建筑垃圾资源

回收利用设备的下游客户对于新增固定

资产投资及设备更新趋于谨慎。

对此，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杜月表示， 设备更新

政策涉及面广、享受主体多，支持方式多

样。 加大财税、金融、投资等政策支持力

度，要注重政策协同，打好政策组合拳。

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协同发力，上下

联动、部门协同，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

合力。

九部门出台智慧口岸建设指导意见

（上接A01版） 在智慧口岸数字底

座建设方面，《意见》提出，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升级

完善底层平台。 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

台建设，优化数据交换共享机制，完善数

据治理， 依法依规有序推进数据资源开

放利用。

智慧口岸建设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提升口岸管理和服

务能力、 促进对外贸易和人员出入境高

效安全的重要保障。专家普遍认为，通过

加强智慧口岸建设， 可以显著提升口岸

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为我国对外贸易和

人员出入境提供更加高效、安全、便捷的

保障。同时，需要不断完善智慧口岸建设

方案，推动口岸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