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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招提前 毕业生忙“备战”

机票价格降三成 赏花游升温 商团出海“抢来”洋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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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线游订单占比过半

寒冬渐渐远去， 人们脱去厚重的大衣，准
备开启寻找春天的旅途。

“最近被小红书上的腊梅照片疯狂刷屏，所
以我也心动了，计划周末和朋友们去赏花踏青，
感受大自然的复苏。”热爱旅游的沈栩表示。

往年旅游市场的传统淡季却在今年显得
格外不同。携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平台上
预订2-3月国内自由行产品的订单量同比增
长446%，跟团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88%；近两
周跟团游及自由行订单量已达到今年春节假
期及春节前一周高峰预订期的逾八成水平。

途牛数据也显示，消费者预订2月下旬至3
月中旬出游的订单持续增长，其中，国内长线
游订单占比为57%， 周边游订单占比为35%，
出境游订单占比为8%。不计算单独预订机票、
酒店的出游需求，仅统计打包旅游产品的预订

中， 跟团游保持了较高的热度， 订单占比为
47%，其次是自由行以及自驾游，订单占比分
别为31%和14%。

去哪儿数据显示，大理、丽江、厦门、三亚
等热门旅拍目的地，机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
长明显。

错峰游迎最佳时机

航班价格逐渐走低，也让游客看到了错峰
游的最佳时机。北京商报记者在携程旅行App
上看到，北京飞往上海的机票3月最低价为500
元； 北京飞往丽江的机票价格3月最低为650
元； 北京飞往成都的机票3月最低价为430元。
不难看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机票价格相比春
节期间的价格有大幅下降。

去哪儿数据也显示，2、3月机票平均支付
价格环比1月下降三成。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沈佳旎认为， 今年

的春季旅游市场或将告别传统意义上的淡季，
转而成为全年旅游复苏的新起点。首先，人们的
出游热情积蓄已久，以春节假期为转折点，将呈
现持续释放态势；其次，由于节后的旅行类产品
价格普遍较节中更低， 因此许多人选择在这一
优惠窗口期出行；最后，对一些热门的赏花、冰
雪特色目的地来说，2-3月正处于“赏味期”，此
时出游还能获得相当舒适的旅游体验。

赏花潮将持续至5月

“春风尔来为阿谁， 蝴蝶忽然满芳草”，春
风拂过，不少景区也都换上“新装”，开启“春
日”模式，使得游客踏青赏春游的需求释放
显著。

“春天就是要去踏青、逛公园，看到含苞待
放的花朵、绿油油的草坪，会让人焕然一新，绿
色是充满生机的颜色， 我们也会恢复活力。疫
情三年， 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感受春季的美好，
现在已经计划好周末到郊区踏青， 感受大自
然，呼吸久违的新鲜空气。”家住北京的王梦感
慨道。

途牛方面表示，踏青赏春游相关产品搜索
量和预订量持续增长。景区方面，泸沽湖、蜈支
洲岛、九寨沟、鼓浪屿、漓江等景区搜索热度排
名靠前。此外，云南各热门旅游城市气候温和，
罗平的油菜花、 滇东南的桃花等也已渐入花
期。预计随着错峰出游、踏青赏花季的到来，国
内旅游市场将再度掀起一股出游热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 毫无疑问，每
年的春季都是踏青赏花游的高峰时节。从时
间上来说，3、4月份是赏花游的高峰，5月份
其实也有一些花可以观赏， 所以3-5月各旅
游企业可以集中推出一些相关产品。

“各旅游服务企业可以以赏花作为主体，围
绕着各地特色的花卉，推出主题性的赏花游。同
时，在赏花之余，叠加上各地的旅游资源、加入
文化民俗体验等， 会比单一的赏花游更有吸引
力。”吴丽云认为。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

随着气温渐渐回升，又到了一年中春游的最佳时期。2月28日，一条“北方多地将快

进式升温”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月27日-3月8日，我国北方大部

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伴随着春暖花开，游客出游的热情再次被激发，

部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较春节假期，近期旅客量减少，2、3月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环

比1月下降三成。不少景区成为游客们春季出游的首选目的地，预计随着错峰出游、踏

青赏花季的到来，旅游市场将再度迎来一股出游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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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出海招商的团组们回来了。2月
20日-27日， 昆山组建招商团组赴新加
坡、泰国出访招商，取得丰硕成果。除昆
山外，宁波、沈阳、上海、佛山等地的多个
出海招商团均已满载而归。其中，昆山、
宁波、 沈阳三地的招商团已拿下共计超
过25亿美元的投资额。

“各地出海行动，无论是从积极发展
的心态上，还是取得的结果上，都可圈可
点。”专家表示，对于各地来说，不仅要
“招得来”项目，更要“做得好”“留得住”
项目。同时，下一步还需要在做好国内产
业链配套、 落实签约项目的基础上，深
入挖掘新项目带来的相关产业机会，以
此推动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年11月起，多地抢抓机遇组团
出海“抢单”。2月里也有不少地区组团出
海，如今又满载而归。其中，2月20日-27
日，昆山组建招商团组赴新加坡、泰国出
访招商，取得丰硕成果。期间，昆山市政
府与新加坡丰益国际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总投资3.5亿美元的丰厨昆山现代食品
特色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此外，拿下投
资的还有宁波与沈阳。

各地招商团组归来，除了带回引人瞩
目的投资额，还有未来将实现的突破性成
果。据悉，前述签约的丰厨昆山现代食品
特色产业园项目由新加坡丰益国际在华
投资的益海嘉里集团设立，建筑面积50万
平方米，计划明年投入运营。该项目将打
造成国内最大的高度集成的食品深加工
综合体，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0亿元。

除了国内“最大”，还有全球“最大”。
为打造“新能源汽车之城”，宁波加大相
关领域产业链布局力度，于是，出海招商
期间， 宁波代表团对全球著名的钢铁冶
炼企业奥钢联集团抛出橄榄枝。 后续在
奥钢联集团总部， 奥钢联模具钢热处理
中心项目签约。 该项目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15吨热处理中心， 满足大型压铸模具

的加工及生产需求。
“其实，无论是大单还是小单，都要

持续进行招商引资推荐和产品外销，其
中还要讲究有的放矢， 根据自己的资源
禀赋精准招商。”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
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需要寻求
新的机会和市场来保持增长。”商务部研
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介
绍，“出海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市场、更多
的机会以及更好的分散风险。一些新兴
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巨大
的机遇。企业可以通过出海，利用这些
市场的增长潜力，提高其市场份额。”

但出海招商之后呢？“既要完成项目
交付，又要‘播种’，即挖掘相关产业机
会，更重要的是‘肥沃土壤’，培育适合产
业生存的营商环境和产业配套。”财经作
家高承远表示。

“肥沃土壤”，意味着不仅要“招”，还
要“留”。一方面，要做好已经到手的生
意。洪勇介绍，政府可以组建专门的项目
管理团队来负责项目的规划、执行、监控
和评估等工作， 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的
控制， 同时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和预
算， 确保项目能够按照计划和预算执
行。“此外，还需要加强对项目的监督和
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项目
的顺利实施，建立项目绩效评估体系，发
现总结项目经验和教训。”洪勇表示。

另一方面， 要为未来的生意创造良
好的环境。“做好国内产业链的配套，是
让外资真正扎根的重点。”北京福盛德咨
询宏观经济研究员冯默涵向北京商报记
者指出，“营商环境是各地需要加紧持续
完善的。 此外， 各地大力招揽外资的同
时， 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也需要同等
的支持政策和优惠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程序员职业最受关注

从今年即将迈入职场的毕业生人群画像
来看，“00后”和“95后”已占据其中的绝大多
数。作为“当代”青年，他们的求职习惯也有所
不同。据智联招聘联合bilibili发布的《2022青
年求职行为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当代青年最关注的职业包括程序员、公务
员、教师、设计师、金融、自媒体等。其中，程序
员是当代青年最为关注的职业。

《报告》还指出，87.3%的“00后”愿意进
入国货企业工作，约七成看好国货企业的发
展前景。 此外， 智联招聘调研数据也显示，
76%的“00后” 愿意或正在从事新兴职业；
88.1%的“00后”则正在灵活就业或愿意尝
试灵活就业。

如果说关注新职业、愿意尝试灵活就业

是“00后”毕业生追求的A面，那么追求公务
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工作则是他们努力的
B面。

从刚刚落幕的2023国考和各省省考情况
来看，岗位招录均向应届毕业生倾斜。如2023
国考共设置2.5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高校毕
业生，约占总招录人数的67%。此外，从2022
年开始，天津、四川、重庆等多地省考也放宽
了公务员报考的年龄限制， 将部分岗位年龄
调整为40周岁以下。 这些放宽年龄限制的岗
位多针对硕博高学历人群，吸纳应届硕士、博
士就业。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
来，今年的总体就业形势依旧严峻，毕业生在
找工作时的期望值不宜过高。“毕业生可以选
择在自己志向和兴趣的大方向上就业， 不一
定要追求专业的完全对口， 把求职的路走得
过于狭窄。”

“寒假”成春招关键期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与往年“金三银四”
是春招关键期不同，今年的春招系列活动在2
月甚至寒假就已启动。据了解，国家大学生就
业服务平台在寒假期间共推出10场次全国性
专场招聘活动。截至2月19日，参会用人单位
超过9900家，提供岗位信息55万余条。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中国就业
研究所研究员毛宇飞看来， 线下双选会和线
下招聘能够提高招聘的效率。“相比之前两
年，今年春招的匹配效率会更高。并且毕业生
还具备了更多跨区域求职的机会。”

教育部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届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
比增加82万人。1158万人的就业“突围”在春
招前就已开启。

“我开始找工作的时间比学校启动的招
聘会更早。” 即将在2023年毕业的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 研三学生王宇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自己将求职周期放长到了一整年的时间，
已从去年暑假求职至今。

“不少公司在应聘时都要先笔试、 再面
试，时间周期很长，有的企业可能要两三个月
才能出最后结果，所以除了春招、秋招，12月
和1月我也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王宇在采访
时表示，自己更偏向选择和专业相关的国企，
目前收到了几家公司的意向Offer， 但还在春
招中看新的机会。“线下双选会机会比较难
得，要把握好用起来。”

此外，从北京的高校春招情况来看，据北
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北京2月共举行各类
线下双选会13场，其中包括高校专场、行业专
场等。 以2月8日北京市教委举办的春季首场
线下双选会为例， 此次双选会共有60家用人

单位参加，其中国有企业占比达到62.7%。
“今年春招的特点之一就是时间提前。”

毛宇飞分析指出， 很多用人单位从去年12月
或今年年初就启动了招聘。

“访企拓岗”在行动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各类促就业行
动也在推进和酝酿之中。

据教育部部署的2023届高校毕业生春季
促就业攻坚行动要求， 各地各高校要在近期
组织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其中，新建
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书记、校（院）长
走访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少于100家；2022届毕
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校
领导班子新开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

同时，2022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本
校平均水平的二级院系， 院系领导班子和学
科专业负责人也要主动领任务， 原则上每个
学科专业点联系走访用人单位不少于10家，
毕业生人数在30人以上的还要适当增加用人
单位走访数量。

而这并非教育部首次对校长、书记访企拓
岗作出明确数量要求。 去年3月教育部曾发
文，要求新建院校书记、校长须至少拜访百
家企业。今年不仅将访企拓岗的参与范围扩
大到二级院系领导班子成员，还要求组织发动
专任教师、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广泛参与。

“二级院系对本学院专业的了解程度更
高， 通过他们去对接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匹
配学生的就业需求。” 毛宇飞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毕业生就业目前已成为各高校的工作
重点， 而学生就业情况是评价高校的重要指
标之一。

除了开展访企拓岗工作外， 在今年春季
促就业的行动中，各高校还将开展招聘宣讲、
职场体验、直播带岗等活动。教育部也强调，
支持二级院系开展小而精、 专而优的小型专
场招聘活动。 北京商报记者 赵博宇

1158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动向

牵动社会各方关注。2月28日， 教育

部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2023届高校

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 事实

上， 今年高校春招的启动时间较往

年大幅提前， 很多线下招聘会在寒

假就已开始。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2月以来， 北京已举办至少

13场面向毕业生的线下双选会，能

够“面对面”的线下招聘也在大幅提

高毕业生的求职效率。 而作为即将

步入职场的“95后”“00后”，这届年

轻人不仅对各类灵活新职业感兴

趣，稳定的公务员、教师等岗位也在

他们的青睐名单之中。

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

预计达1158万人

同比增加82万人

当代青年最关注的职业包括

程序员
公务员
教师
设计师
金融
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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