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郊消费券发放时间

第一期 7月10日-31日

第二期 8月1日-31日

第三期 9月1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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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京郊住宿消费券带动千万旅游市场增长。7月31日，北京市文旅局发放的京郊住宿消费券第一期已接

近尾声。据去哪儿大数据显示，自发券截至7月28日，京郊住宿预订量环比上个月同期（6月10日-28日）增长近4

倍，期间，发放的京郊消费券已使用（以预订为准）消费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平均每单为消费者节省高达

814元。京郊住宿量的增长也拉动了周边消费，经粗略计算，其对周边产业带动杠杆效应达到1：11。接下

来，第二期京郊住宿消费券将于8月1日-30日发放，预计将持续帮助旅游企业“回血”，加快北京旅

游市场复苏。

非周末预订环比增长近4倍

“现在周末基本上已经满房，平日的话也

尽量提早订，最近入住的客人都不少。”Club

MedJoyview北京延庆度假村相关负责人表

示，进入暑期以来，平日入住率几乎可以达到

70%。最近二期开业后，很快也被预订一空，

目前预订已经排到8月下旬。

7月自消费券发放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

的两家酒店平日客流也明显增多。在北京环

球影城大酒店前台，已经排起了等待办理入

住的队伍，入住人数相比6月底多了不少。

不仅仅是酒店，民宿的预订也比以前多

了起来。“非常抱歉，8月5日之前的房源都已

经订满了。”经营着北京环球影城周边民宿的

张桐，从7月10日起，咨询住房的电话就没停

过。据张桐介绍，最近民宿咨询量同比6月翻

了2倍多，有咨询预订的、住客何时退房的、如

何使用消费券的等。“现在至少要提前一周预

订，才有可能订上。”张桐说道。

位于怀柔雁栖湖景区旁的民宿经营者高

浩鹏也表示，“现在截止到8月中旬的房源，只

有个别几天还没被预订，其余的日子都被订

满了，目前至少需要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左

右预订”。高浩鹏还说到，消费券发放后，7月

以来房源几乎都是订满的，完全超出预期，订

满的速度也比去年快很多，周一到周四的平

峰阶段订满的情况也很普遍。

受消费券使用时间的影响，京郊住宿周

日到周四的入住平峰阶段，与周末的差距逐

步拉平。据去哪儿平台数据，7月非周五、周六

入住的京郊民宿预订量与周末占比从2019年

的62%上升至82%，周中入住预订环比上个

月同期增长近4倍。与往年相比，京郊住宿消

费额达到2021年同期的2.5倍、2020年同期的

8.9倍、2019年同期的2.3倍，可谓迎来“京郊住

宿最旺暑季”。

消费者平均每单节省814元

“我就是在去哪儿App上领完京郊住宿

消费券之后来预订的酒店，之前看到消息说

能最高5折订房，像今天我们入住的诺金度假

酒店，比没用券之前省了1000元。”游客王女

士兴奋地说道。

“我和我老公两个手机一人抢了一张，分

别预订了2晚京郊酒店，加起来省了1500多

元，简直太划算了，这也成为我们暑期出游的

动力。”游客李女士说着掏出手机，“下个月继

续抢。”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京郊住宿消费券

直接降低了游客们的出游住宿成本。据去哪

儿大数据，2022年7月10日-29日，每日发放

的京郊住宿消费券已兑换消费金额达1000万

元以上，其中用券酒店预订替消费者平均每

单节省了814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

谷慧敏表示，京郊住宿消费券是一种促销的

方式，消费券的推出让消费者得到了更多实

惠，撬动了暑期平日时间段的消费市场。而对

于企业来说，是当下“回血”的好时机。

近九成用户前往景区消费

一张京郊住宿消费券究竟能拉动多少旅

游消费？

张桐与高浩鹏的民宿均开设在景区5公

里范围内，他们均表示，近期入住的民宿客

人有近九成前往景区游玩。“住宿、景区游

玩、吃饭，几乎所有的游客在办理入住时，都

会咨询这些问题。”张桐说道。张桐经营的民

宿单独配备了中央厨房，据其粗略计算，民

宿住客选择店内餐食的人均消费额度在50

元左右。

“按照12人的整租住客计算，京郊住宿券

打5折抵扣1000元后，其房费为3000元左右。

粗略计算，12人一整天的游玩消费金额，按照

其进入环球影城游玩计算，每人购买环球影

城门票花费600元，每人吃饭一日三顿，平均

每人每顿50元，总计12人一日游花费12000

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000元的消费券带

动了京郊目的地旅游消费金额12000元，消

费券对京郊旅游消费的整体带动效应达到了

1：11。”张桐说道。
类似张桐这样的民宿商家也并非个例。

去哪儿大数据显示，7月10日-29日京郊景

区门票预订量环比上个月同期增长496%。

其中雾灵西峰、房山白草畔、北京环球度假

区、雁栖湖旅游区等，为门票预订量增幅最

高的景区。

去哪儿总裁勾志鹏分析认为，从平台的

数据看，京郊住宿消费券的发放不仅带动

了京郊包含住宿、景区门票、餐饮诸多行

业的恢复，也引导民众在人少的周中出

游，改善京郊旅游周末过旺、周中过淡的

现象，从而让京郊旅游市场的恢复更加快

速、更加健康。

据悉，第二期京郊住宿消费券将于8月1

日-30日的每日10：00、14：00、18：00发放，游

客当月领取后，可线上预订9月30日前（法定

节假日除外）周日至周四带“京郊住宿券”标

识的各类酒店和乡村民宿。

在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看来，接下来的8

月，伴随着第二期消费券的发放，这种京郊住

宿预订火爆的现象还将持续，将进一步吸引

更多亲子游客。 北京商报记者吴其芸

京郊住宿量的增长拉动了周边消

费，经粗略计算，其对周边产业带

动杠杆效应达到1：11

去哪儿大数据显示，7月

10日-29日京郊景区门

票预订量环比上个月同

期增长496%

周中入住预订环比上个月

同期增长近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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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夜游”模式开启：延长营业时间 特色活动助阵

打卡地夜游项目上线

“哇，夜晚的北京环球影城又回来了，

氛围感太赞了！”游客沈小姐和她的朋友

们轮流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的霍格沃茨

城堡前拍照。据了解，从7月30日开始，北

京环球度假区延长了营业时间，从晚上7

点延长至9点。同时，哈利波特与魔法世界

景区内的霍格沃茨城堡夜间魔法庆典也

重新回归。

“夏天，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凉快的傍

晚出游，而且夜晚的景色也别有一番风

味。”沈小姐表示。北京商报记者在北京环

球度假区还看到，有不少持漫游卡的游客

特意选择在傍晚到访。

不只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刚过完16岁

生日的北京欢乐谷再次推出了夜经济产

品，吸引夜游客人。据悉，北京欢乐谷推出

三大天光夜谭PLUS作品，其中包括《盖世

英雄》城市空间互娱装置体验秀、《玩宠归

来》万千星光狂欢幻影秀、《太空·盒子》“策

展型”社交玩味消费空间。

而夏季傍晚的微风也为北京网红打

卡地首钢园带去了夜游客人。此前，位于首

钢园北区的■仓艺术馆推出了以“金牌首钢

园-工‘夜’微度假”为主题的系列夜消费活

动，融入展览夜赏、非遗夜游、音乐夜听、书

香夜读、美食夜享等特色板块。值得一提的

是，北京商报记者在探访时还看到，夜晚的

首钢滑雪大跳台亮灯了，有不少游客正上

前拍照。

在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看来，优秀的夜间消费项目可以促进消费

者消费意愿，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收益

的增长点。所以越来越多的文旅企业推出

了相应的夜间休闲娱乐项目，并延长了开

放时间。

7月搜索量翻倍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游客夜游需求就

像天气一样不断升温。

近日，据同程旅行发布的《2022年暑期

夜游报告》（以下简称《报告》），7月以来，同

程旅行平台上以“夜游”为关键词的搜索量

翻倍，其中周末“夜游”搜索量最高，较日常

“夜游”搜索量增长超两成。

而对于不少有旅行需求的用户来

说，白天“宅”酒店、商场，晚上景区夜游、城

市夜游成为暑期出行的“标配”。《报告》显

示，超过80%的用户认为，旅行目的地的夜

游是旅行中最不能错过的环节。品尝街边

美食、欣赏城市夜景、去景区看演出、散步

放松等都成为人们选择夜游的理由。从夜

游人群偏好分析来看，“90后”“00后”已经

成为夜间旅游消费的核心人群，其中，女性

比男性更偏好夜游。

具体从夜游景区类型来看，同程旅行

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主题公园以占比

88%的绝对优势成为首选，动植物园、自然

风光、人文古迹、城市观光等类型紧随其后。

同程旅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夜经济”

是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可以满足市

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还可以有力提

升城市活力，激发新的消费热情。各地打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夜经济”模式，可以有效

助力地方形成新的城市旅行名片，促进当

地文旅市场的快速复苏。

赖阳认为，大部分人白天工作越来越

忙，所以在晚上就会想用休闲时间来放松，

早期夜经济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晚上能吃

什么喝什么，而随着消费者更加追求文化

品位、生活品质的享受，因此夜间消费不再

限于餐饮，更多消费则以更丰富的文化休

闲娱乐内容为主。

配套交通保障至关重要

夜经济3.0版政策中明确，对标国际，打

造“夜京城”城市名片。打造10个左右具有

国内外影响力的“夜京城”特色消费地标，

30个左右具有夜间消费显著活力的“夜京

城”融合消费打卡地，40个左右具有区域保

障力的“夜京城”品质消费生活圈，给予运

营主体挂牌支持。

在夜游火爆的同时，周边基础设施的

配套就显得尤为重要。夜经济3.0版政策中

指出，强化大数据分析应用，优化夜间出行

交通保障机制。根据北京气候特点，加强夜

间出行数据分析，建立轨道交通延时运营

长效机制。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商报记

者还看到，园区内的主题公园信息电子屏

上显示了地铁末班车的发车时间。

“企业想要做好夜游产品，要从本地

居民以及游客夜生活的状况等多方面来

考虑。其中，交通设施就是个很重要的前提

条件，游客应该既可以散得开又可以进得

去，在夜游之后能够安全、方便地回到自己

的生活住所或是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景。所

以各企业要在公共交通方面多下功夫，完

善交通配备。”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表示。

另外，针对企业“马不停蹄”地布局夜经

济产品，赖阳还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消费者用于休闲文化娱乐的消费能力也在

提升，所以大家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去支持

夜间的娱乐活动，促进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而商家自然也会抓住这个契机，在致力于打

造夜经济产品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实力。

北京商报记者吴其芸/文关子辰/摄

正值暑期旺季，夜游持续走热。在刚刚过

去的周末，京城不少景区、文旅场所都开启了

“夜游”模式。北京环球度假区恢复了霍格沃茨

城堡的夜间灯光秀，并将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

延长至9点；北京欢乐谷也响应夜经济计划，推

出三大天光夜谭PLUS作品……近日，北京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北京

市促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即“夜

经济3.0版政策”）中明确提出，打造“夜京城”

城市名片，融合文旅商体，拓展特色夜间多元

消费。步入暑期以来，夜游搜索量更是翻倍，成

为年轻人周末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游客

夜游需求的增长，将进一步激发新的消费热

情，助力北京夜经济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