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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档电影3天3亿多

在李易峰之前，已经记不清是谁

“塌房”了。

一连串的明星“塌房”事件，有两

类总结下来对比强烈。一类成也流

量，败也流量。诸如李易峰这样的顶

流，他们坐拥千万粉丝，享受着“无

私”的爱的供养。

另一类“塌房”与李易峰相反，他

们非常不知名，俗称糊咖（flop），属于

他们星路上高光的时刻，基本是“塌

房”的瞬间。

评价这类艺人，即使不看私德，

他们在人气、才华、艺术成就上同样

一无所有，遑论私德的重要性已被

置顶。

这些年，我们都在被偶像迭代的

碰撞所牵引。没有人在讨论歌手艺人

作品的音乐性和艺术性，而是化身

“数据工人”不断刷高虚拟的数字，来

证明自己的偶像很红。

从“加油！好男儿”走来的李易峰

是数据里的红人，有古装仙侠剧《古

剑奇谭》中“百里屠苏”加持，成了真

正的爱豆。

2016年是李易峰的高光时刻，作

为当红的小鲜肉，他是“老炮儿”称赞

的好孩子，也被视为偶像的正确打开

方式。

现在回看反讽之极。年轻气盛的

艺人们在名利场里来来往往，戴着假

面是惯性，饱暖思淫欲是人性，但如

何约束自己的品行始终无解。

流量们虽然拥有人气，却始终在

艺术成就上得不到认可。即便如此，并

不影响他们拥有庞大的粉丝市场，拥

有信手拈来的一切。它形成了一个闭

环，无德无才在冰山之下，数据流量在

此之上。

何来约束有各种商业设计，意味着

如何约束粉丝给偶像花钱。粉圈文化让

花钱数额成为粉丝话语权的依据，这点

又成了对偶像商业价值的衡量。

虽然让年轻人多爱自己，再爱偶

像总是徒劳的，但不盲目憧憬完美的

偶像人设，而是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

知，是认真的。

偶像市场经历过野蛮生长，也在

社会强大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下完成

自净与出清。在偶像制造端，艺人无论

多红，才艺、品行、价码、人设，都应成

为约束条件。

让偶像成为偶像，是用他们的才

艺、传递出来的能量和价值观能打动

人，然后生产出优质内容，才配拥有数

据之外的市场。

在这个冷峻又高速运转的流量市

场，好作品奇缺，好人品难得，所有的

光鲜背后，是这个行业的荒芜艰辛、可

敬可畏。从艺有门槛，只有才与德，才

配站在舞台中央，而这是一切光鲜背

后真正的伟大。

明星“塌房”，不是一笑而过的吃

瓜事件，而是一次群体态度的亮剑。道

德标准虽宽窄不一，但道德本身就是

恒定标尺，应该成为认知善恶的底线，

市场去留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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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塌房”，那些隐秘和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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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景区游客增长24%

在就地过节的倡导下，周边游、本地游成

为这个中秋假期消费者出游的首选。据文旅

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秋节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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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部方面表示，本地旅游成为“主基

调”，假日期间，探亲访友、户外休闲、近郊旅

游、乡村旅游是游客出行的主题，特色农庄、

民宿、美术馆、博物馆等成为假期游客的重要

游憩去处。

此外，从各家OTA发布的中秋旅游消费

市场数据来看，本地游、近郊游成主流。据同

程旅行发布的《2022中秋假期旅行消费复盘

报告》，受到假期时长和部分区域的疫情影

响，今年中秋的游客出行半径较暑期有所缩

短，景区日均订单量较上周末增长了159%，

其中，订单周环比涨幅达到200%及以上的景

区超过500个。短途出行为主的汽车票，日均

订单量较上个周末增长了60%。

另一边，据携程发布的《2022中秋小长假

出游总结报告》，中秋市内门票、主题游是较

端午增幅最为显著的品类，增幅均超过四成，

显示了本地活动、个性化体验的刚需和市场

韧性。其中主题乐园和露营类产品增长最优，

涨幅分别达到48%和53%。

具体到北京旅游市场，据北京市文旅局

发布的2022年北京市中秋假日情况，中秋节

假期，全市199家重点旅游景区（地区）累计游

客接待总量383.3万人次，同比增长24%；累计

营业总收入2.71亿元。

民宿、露营、骑行受追捧

本地游、周边游扛起中秋旅游市场“大

旗”后，最火的要属乡村民宿。据途家民宿发

布的2022中秋国庆出游报告显示，今年中秋，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乡村民宿订单占比均

呈现五五开，北京更是达到了一半以上。此

外，木鸟民宿方面表示，出于中秋合家欢出行

需要，全国多地主题乐园周边民宿热度增长

明显。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北京环球影城、

厦门方特等乐园周边的民宿预订较为火爆，

其中只住1晚的民宿订单较多。

具体到北京市场，据北京市文旅局数据，

中秋假期，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121.5万人次，

营业收入1.79亿元。近郊饭店、远郊饭店平均

出租率比2019年分别增长5.3%和13.5%。全

市乡村民宿经营客房保持在1.1万间的水平，

平均出租率65.8%。生态涵养区成为市民节日

热门“打卡地”，密云、延庆、怀柔乡村游接待

人数排名前三。

除了民宿，今年中秋本地“微度假”方式

也成为大热，尤其以露营、骑行、徒步等偏生

活类的出游方式受到热捧。

秋高气爽的天气带动户外露营又火了起

来。飞猪数据显示，中秋露营订单量环比上月

同期增长超4倍。露营消费群体中，“90后”年

轻用户和“80后”亲子人群占比接近九成。同

样，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小长假期间，各地“露

营”平均搜索热度涨幅超过130%。“惠州露

营”则以220%的热度增幅成为广东地区最受

关注的露营目的地。

此外，骑行成为继露营之后的第二大热

门玩法。马蜂窝方面表示，“千岛湖骑行”热度

上涨164%，“雁栖湖骑行”是北京玩家的最

爱，热度上涨66%。

除了上述玩法，在本地游的带动下，也有

不少年轻消费者依然选择带家人和孩子在高

星级酒店过节，尤其是带有玩乐设施、距离乐

园或景区近的高星度假酒店更受青睐。飞猪数

据显示，中秋本地酒店订单量在上月基础上增

长的同时，高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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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出游热情只增不减

中秋过后，还有不足20天就要迎来“十

一”长假。作为2022年最后一个长假，游客对

“十一”黄金周出游热情只增不减，很多消费

者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假期做准备。

消费者张女士表示：“由于中秋假期比较

短，所以我们没有做出游计划。计划在‘十一’

假期安排酒店及游玩目的地。不过从目前来

看，‘十一’本地酒店民宿已经呈现量价齐升

的态势。一些网红民宿小院、热门京郊酒店已

经订满，且价格近乎翻倍。”

途家民宿方面介绍，当前“十一”假期

的民宿预订量已经与中秋持平，其中乡村

民宿的订单占比接近一半，一些中秋没订

上房的人干脆“抢”下了“十一”的房源。而

当下人们的出行方式往往是临期决定，因

此在未来半个多月里还将有一波新的订

单。理想状态下，“十一”的民宿预订量对

比中秋有望翻番。

除了民宿外，机票以及酒店的预订也呈提

前趋势。去哪儿大数据显示，早在9月初，“十

一”出游搜索量明显增加，机票预订热门目的

地为：上海、广州、昆明、深圳、北京、杭州、南

京、西安、重庆、厦门。同时，许多旅客已提前预

订“十一”黄金周期间的优质酒店，海景房、落

地窗、观景、温泉等特殊房型抢购火热，截至9

月12日，部分酒店显示“十一”期间房量紧张，

一些网红民宿10月1日－6日的房源已售空。

目前，也有一些商家正在积极为“十一”

引流。据悉，万达颐华酒店、万达美华酒店和

万达悦华酒店计划在中秋节后推出“万达生

活方式酒店秋游节”，其中包括十城十家新店

的联合预售，并联合已开业酒店提供秋游优

惠促销，其中不乏在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业

酒店。显然，商家们已经将目光瞄向接下来更

长的假期。

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表示，受假期时长

和疫情影响，今年中秋假期游客出行半径较

暑期有所缩短。预计“十一”假期的旅游情况

基本上和中秋假期相同。从目前预订情况看，

“十一”假期会以近程游、短途游为主流，不过

长线游市场也会有所增长。随着各地疫情防

控形势趋于稳定，“十一”假期国内旅行市场

或将有新的增长。对于各旅游商家来说，应该

把握好年内的最后一个长假，推出更多符合

本地市场情况的产品，尤其需要在留客时长

方面多下功夫。

北京商报记者吴其芸

暑期后的第一个假期，仍然以短

途周边游唱“主角”。9月12日，文旅部

发布2022年中秋假期文化和旅游市

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2022年中秋节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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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各家OTA平台发布

的数据，受综合因素影响，今年中秋

假期仍以短途探亲游、郊区周边游为

主。这其中，精品民宿、骑行、露营等

成为备受青睐的出游方式。眼下，随

着“十一”黄金周临近，不少消费者已

经开始抢先预订“十一”房源。在业内

专家看来，“十一”黄金周假期较长，

大家出游意愿较为强烈，有望迎来今

年最火京郊游。

上座率和客流量符合预期

暑期档后的第一个小档期———中秋档热

热闹闹地来了。据灯塔专业版，截至9月12日

15时30分，2022中秋档（9月10日－12日）总票

房达3.48亿元（含预售）。目前，《哥，你好》《新

神榜：杨戬》《独行月球》《世间有她》《妈妈！》

暂列中秋档影片票房前5名。

相比于2021年中秋档的8部新片，今年

的赛道可谓拥挤。自9月9日的中秋假期前夜，

包括《哥，你好》《世间有她》等共计12部新影

片走上大荧幕，影片题材覆盖喜剧、爱情、家

庭、动画等多种类型，更有马丽、周迅、奚美娟

等知名演员加持。加之此前与观众见面的《独

行月球》《新神榜：杨戬》《隐入尘烟》等影片仍

在热映，带动市场持续升温。

与此同时，影院也在为更多观众到场而积

极准备。截至9月12日15时30分，全国营业影院

总数为8600家，影院营业率达70%。海淀区某

影院负责人曾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在中

秋档到来前夕，影院提前完成了相应宣传布

置，并做好观影环境维护，整体来看，中秋档上

座率和客流量情况理想。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中秋档聚集了更多剧情片，随着上映时间拉

长、口碑渐起，也会有不错的长线票房成绩。

《哥，你好》成“小黑马”

在注重阖家团圆的中秋佳节里，喜剧片

展现出了它的优势，从目前的票房表现来看，

今年中秋档的“小黑马”头衔落在了由马丽、

常远领衔主演的喜剧《哥，你好》之上。据灯塔

专业版，在9月9日上映后的两天时间内，《哥，

你好》达成票房破亿元成就，截至9月12日15

时30分，该片累计票房超1.65亿元，档期票房

占比超38.3%，观影总人次超396万次，并成

为过去五年中秋档剧情片档期票房No.3。

而票房成绩的背后也离不开资本的加

持，公开资料显示，《哥，你好》背后的出品发

行相关公司共29家，其中出品方包括万达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墨客行影业（海口）有限公

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7家公

司，联合出品方更是多达17家公司。

此外，影评人刘畅谈到，虽然出品方名单

中没有出现开心麻花的身影，但马丽与常远

这两位主演因开心麻花的作品而被观众熟

知，因此电影的票房成绩也有“借光”开心麻

花路人盘的成分在。

而剩下的几部新影片，也不乏口碑之作。

爱情片《世间有她》收获3512.1万元累计票

房，并成为过去三年中秋档爱情片档期票房

No.3；而家庭片《妈妈！》则累计票房达2742.2

万元，成为中国影史中秋档家庭片首映日票

房No.2。两部影片分列中秋档票房总榜第二、

三位，也展现出观众观影需求正趋于多元。

国庆档暗蓄力

刚刚过去的暑期档，用92天91.3亿元的

票房纪录，达成了“日均亿元”的成就。而总票

房大盘也有喜讯传来，据灯塔专业版，9月11

日，中国电影市场2022年度总票房（含预售）

突破250亿元关口，总观影量达5.94亿人次，

总场次达7619.1万次。

作为春节之外的最大时长假期，国庆节

往往能产生强大的票房能量，而如今中秋档

接近尾声，各方力量也开始了国庆档的布

局，并对此寄予厚望。据灯塔专业版，截至目

前已有《我是霸王龙》等3部影片定档国庆。

而下半年的电影市场还有艾伦、沈腾的《超

能一家人》，梁朝伟、王一博的《无名》，周冬

雨、刘昊然的《平原上的火焰》等影片计划年

内上映，部分影片更是已开启线上、线下的

宣发与营销。

刘畅指出，上半年的影片积压还未完全

纾解，而档期效应的作用在电影市场逐渐放

大，需要假期引流人群，又不能确保对观众的

吸引力“卷”过大制作的中小型制作影片，在

下半年可选择的档期已经不多。作为暑期档

和国庆档两大档期之间过渡的中秋档，便顺

理成章地承接了中小型制作影片集中上映的

任务，并在今年的中秋档形成了爆发上映之

势，但这也是行业内部正在经历自我调整的

表现。

“全国影院营业率稳定在高位水平，有关

政策出台也在持续释放利好，从外部环境上

为行业复苏奠定了基础，因而影响票房的关

键就在于电影内容本身。”刘畅认为，越来越

多的高质量作品正在走向影院，唯有用优质

内容稳定现有观众，才有机会向更大人群渗

透影响力，从而形成良性运行模式。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韩昕媛

2022年的影市刚刚敲锣打鼓地送走了暑期档，紧跟着又喜迎中秋档。据灯塔专业版显示，自9月9日中

秋假期前夜起，已有12部新片陆续走上大荧幕，题材覆盖喜剧、爱情、家庭、动画等多种类型。同时，在此前

上映的《独行月球》《新神榜：杨戬》等影片依旧在发挥余热，让短短3天的中秋档收获超3亿元票房，其中

《哥，你好》更是以累计票房1.65亿元、档期票房占比超38.3%的成绩实现领跑，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

按可比口径恢

复至2019年同

期的72.6%

实现国内旅游出游

7340.9万人次，

同比下降16.7%

恢复至2019年

同期的60.6%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86.8亿元，同比

下降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