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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受”
首店进驻“蹭”流量

王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趁着小长假结伴
来北京旅游， 因为自己所在的城市商业内容
较为单一，所以趁着“五一”感受了一把北京
商业。“各种社交平台天天推荐北京的首店旗
舰店， 这次进京之后首选去各大商场采购。”
王女士感叹道，北京商场的客流太多了，只要
是知名的品牌和餐饮大多是需要排队进店。

王女士去西单大悦城的当天， 恰逢曾三
仙米线北京首店开业，仅晚餐时间排队，王女
士等待了近两个小时，“排队也是旅游体验，
虽然等待的时间有些长， 但是能吃到没吃过
的东西就值得”。

“相较于平日，今年的‘五一’假期外来游
客出奇的多， 新引进的各类首店成为消费者
打卡的重点， 这样热闹的景象是这三年来首
次看到。”面对客群激增的北京商业，西单大
悦城相关负责人不禁感慨，“这是一种久违的
感受！”

“开业第一天， 我从开门就没休息过，差
不多做了100多个娃娃的妆发。”RUA娃吧门
店工作人员感叹道，门店选在假期开业，迎来
了可观的客流量。目前，为棉花娃娃安装骨架
的订单已经排了很多， 估计假期后一星期也
做不完。据了解，北京首家RUA娃吧线下店于
“五一” 假期首日进驻合生汇，3000多款棉花
娃娃在线下发售。

北京商报记者当天走访看到，店内有不

少消费者在挑选娃娃角色、娃衣款式，排队
为娃娃做妆发。值得注意的是，店内顾客不
仅有本地消费者，还有不少是来京旅游的游
客。一位游客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没有棉花
娃娃实体店，以往都是线上购买，有机会就
来打卡一下。

“五一”假期带来的客流高峰下，首店、旗
舰店蕴含的商业活力不可小觑。 北京市商务
局发布的“五一”消费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
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
商等企业实现销售额46.6亿元， 同比增长
21%。 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3498.9万人
次，同比增长76.5%。燕莎奥莱、首创奥莱、西
单商场、 朝阳合生汇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
倍、2.7倍、2.2倍、1.9倍。

“五一” 不仅带动了北京商业的发展，也
带动了商业项目加速更新和入市。据了解，作
为北京第三座大悦城， 京西大悦城联动西单
大悦城、 中粮·祥云小镇开辟了2条吃喝逛骑
新路线， 将持续深耕运动骑行健康方式新潮
流，也在加快更新的步伐。

“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带动高楼层的客流
到访，进一步提升高层空间的潮流属性与商
业活力”， 西单大悦城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
报记者介绍。据了解，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
好的体验，西单大悦城对九层的品牌进行了
调整，引进5家正餐品牌的同时，针对“潮玩”
主题，引入了JK服饰专营店、外星人定制形
象店等品牌。未来，西单大悦城还将持续更
新，引进更多潮流服饰品牌、启动负一二层
的空间改造。

“一下回到了三年前”
餐企多轮预订应付大客流

“好久没有这么细致地介绍菜单了”，一位
餐厅店员说道，今年“五一”假期餐饮火热，消
费者也丰富起来。 一大部分是外地来的游客，
虽然从过年以来生意就好，但是一下看到这么
多各地而来的游客，仿佛一下回到了三年前。

的确，餐饮业迎来又一高峰，美团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前三天，全国餐饮消费规模较
2019年增长92%， 部分餐厅重现排队等位超
过1000桌的火热态势。不仅如此，海底捞数据
显示，“五一” 假期前三天全国门店共计接待
顾客近530万人次，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5%，同比上周同期增长约80%。其中，北京
市场同样迎来不少食客，费大厨辣椒炒肉（以
下简称“费大厨”）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北京西
单大悦城店“五一”假期期间门店每天开餐取
号超过 700桌 ， 单日餐厅翻台率达到了
1200%。

就餐需求增加， 餐企自然也采取了系列
举措。订餐方面，与年夜饭预订模式相似，紫
光园部分门店开启了一餐两轮预订模式，海
底捞部分门店开启晚市多轮预订模式。 预订
只是一方面，为提升消费体验，餐饮企业更是
做足功课。为缓解等位时的枯燥，费大厨赠送
消费者老冰棍和柠檬水； 海底捞则是为前来
举办结婚纪念日、结婚答谢宴、领证后聚餐以
及各地前来走亲访友的消费者送上瓶装花，
主打的就是一个喜庆团圆。

线下餐饮需求旺盛， 线上外卖同样是消
费者的“主战场”。据饿了么介绍，白天出游，
晚上休憩， 顺道外卖点一份特色的本地美食
夜宵已经成为大多数年轻人出行的休闲方
式，饿了么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异地
游客的夜间订单量（22-24点）环比增长翻番，
其中销量最高的是烧烤，环比增长近两倍。其
中，北京在假日期间，烧烤外卖量环比增长超
过一倍， 北京游客下单铜锅涮肉的外卖量环
比增长了140%。

“如今餐饮企业的应变能力提升很快，假
期前大部分餐企就开始备战舌尖上的‘小长
假’。‘五一’餐饮业火爆是国内消费市场强劲
复苏的一个缩影， 对整个行业发展的信心提
振和高质量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中国饭店
协会会长陈新华表示。

“店内站满了人”
京城老字号尝鲜创意设计

今年“五一” 假期的出行人次有望刷新
高， 更多的消费者在首都感受古香古色的老
字号氛围。 位于朝阳门的北京稻香村零号店
内站满了人， 消费者都在排队购买盒装的创
新糕点。“五一”临近端午节、儿童节，店内的
儿童节限定款礼盒也受到消费者关注。“祥瑞
京城儿童礼盒”内包含8种不同动物造型的糕
点，适合短途旅行外带。同时，礼盒采用了“盲
盒”形式，趣味性与惊喜感并存。

吴裕泰的恩施玉露茶赶在“五一”节前上
架售卖，销售额持续看涨。“五一”期间，吴裕
泰王府井大街店、 前门店前购买冰激凌的消
费者排起长队。

不少外地消费者在京购物更为关注本地
特色商品、食品，“五一”期间老字号商品销售
将实现可观的增长。六必居的芝麻酱、腐乳、
酱菜等产品也受到外地消费者关注。 六必居
前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五
一”期间，门店客流量比平时至少多了一倍。
为回馈和吸引消费者， 六必居则推出了调味
料、芝麻酱“买二送一”的活动。

天福号在旗下门店准备了拳头酱卤系
列、预制菜系列以及针对旅游人群的由“北京
礼物”认证的伴手礼系列产品，品种多样。同
时， 众多老字号品牌门口常见快递小哥的身
影。 不少消费者购买礼盒商品后选择邮寄到
家。 吴裕泰门店工作人员也引导消费者线上
微商城下单。 线上渠道畅通， 破除区域局限
性，提振老字号产品销量。天福号消费者在门
店购买后既可现场购买随行携带， 也可选择

电商下单，快递到家的形式，进一步创新消费
模式、重塑用户体验以满足多元需求。

“一键吃喝指南”
出游品类消费在电商暴涨

为了迎接“五一”小长假，人们提前在线
上平台把出行装备都购齐了。 京东消费及产
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五一假期消费
趋势观察》数据显示，4月下旬，京东户外装备
品类增速明显， 防晒衣同比增长10倍， 登山
包、渔夫帽、旅行包成交额翻番，太阳镜同比
增速达67%。

一系列关于出行旅游的品类和服务消费
呈现大幅上涨趋势，例如摄影器材、汉服、汽
车用品和清洗服务在京东上出现了节前销售
的小高潮。京东汽车安全保障服务、清洗美容
订单较4月初环比增长100%和90%。

线下家电门店销售也较为火爆。“五一”
节前，为了蹲点抢优惠的家电产品，中老年用
户们手机抢券也不甘落后。 北京苏宁易购的
一位顾客李大爷一直很想买一款卡萨帝洗衣
机， 但因为价格昂贵迟迟未下手。4月28日当
天， 李大爷从导购员处得知苏宁易购App将
发放“京彩·绿色”消费券，购买可再减600元，
他立刻在手机上抢券购买， 成了本轮京彩绿
色消费券领券消费第一人。

据苏宁数据显示，“五一” 假期苏宁易购
全国门店客流同比提升23%。 年轻人返乡探
亲，品质家电成为县镇敬老礼品的新选择。而
旅游露营消费刺激下， 便携家电在假期持续
热销。

出门游玩还少不了户外美食。 居住在朝
阳区的阳阳假期和朋友去北京近郊露营，为
此， 她提前在多个生鲜电商平台上跳转着挑
选合适的菜肴。“菜最好是已经做好的， 味道
好，热热就能吃，而且方便携带，不容易漏洒。
其次我才会关注价格。”阳阳还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据她观察，目前一到节假日，生鲜电
商平台就会推出相应的专题， 如当季推荐的
水果、烧烤套餐、小龙虾、休闲零食等商品组
合方案，形成“一键吃喝指南”。“我在叮咚买
菜上还看到了一些露营推车、 帐篷等非食品
类商品。”阳阳说。

据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假
期，叮咚买菜冷吃小龙虾在华东市场备货近3
万份， 北京地区即热型小龙虾预制菜销量预
计能达到平时的5倍。

北京商报记者 刘卓澜 王维祎 何倩 张天元
胡静蓉 王思琦

国内游一骑绝尘 “五一”旅游火出圈
热门酒店满房、 热门景区门票销售一

空……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常见的景象。5月3
日，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文旅部发布“五
一”假期出游数据，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国内
旅游收入分别为2.74亿人次和1480.56亿元，
均超2019年同期。同时包括携程、同程、途牛、
飞猪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五一”假期出
游数据，数据均达到近年来“五一”国内游峰
值。国内景区门票量同比增长9倍、跟团游暴增
11倍、跨省酒店预订占比超七成等，诸多数据
显示“五一”假期国内游火爆。此外，除了北京、
上海、重庆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之外，包括淄博
等一些小众目的地“出圈”， 也让今年“五一”旅
游市场呈现出近年来最火的景象。

景区：门票量同比增长9倍

文旅部发布的“五一” 假期出游数据显
示，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同比
增长70.83%，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
的119.0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
同比增长128.9%，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
同期的100.66%。

从携程、同程、途牛、飞猪等多家在线旅
游平台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出游订单
和消费也均创近年来新高。

具体从景区方面来看，“五一”假期，国内
众多景区呈现出“人山人海”的景象。携程发
布的《2023年五一出游数据报告》 显示，“五
一” 假期国内景区门票量同比增长9倍，较
2019年同期增长超2倍。根据该平台上周边游
景区人次，五大周边游热门景区分别是：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拙政园、黄山风景区、峨眉山
和华山。

亲子游客是“五一”假期景区出游的主要
客群之一。据同程旅行数据，在国内排名前十
的热门景点中，主题乐园、动物园、博物馆等
适合亲子游客的景区占据过半席位。其中，动
物园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驴妈妈数据显示，
当丫丫、和花、萌兰等“顶流”国宝大熊猫遇上
“五一”的游客流量，也让国内众多动物园登
上了热门景区榜单。

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对景区的偏好也
更多元， 对高水平文化产品的需求更为强
烈。据驴妈妈数据，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
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
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国内众多文博景区假
期门票连日约满。 各地推出的沉浸式演艺、
江河夜游、 非遗演出等项目也是预订火爆，
一位难求。

在各地景区“人从众”的同时，逛景区配
套的潮流玩法也一应上涨。 携程发布的报告

显示， 景区人工讲解服务产品订单同比增长
611%；旅拍写真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117%；
游艇游船订单量增长203%。不难看出，在旅
游消费需求呈现“井喷”态势之外，旅游消费
品质也在稳步提升。

此外，还有众多热门旅游目的地的热门景
区门票早已在“五一”假期来临之前便被约满，
可见游客对于“五一”出游的需求空前旺盛。

酒店：跨省订单占比超七成

相比于过去三年，今年“五一”假期呈现
跨省游、长线游走热的趋势。

“五一” 作为春节后首个较长的假期，游
客渴望利用五天时间“走得更远”。驴妈妈数
据显示，“五一”假期游客出游半径明显提升，
300公里以上的中长途跨省游重新成为主流，
占比超过一半。另据携程数据，“五一”期间用
户平均出游半径较去年同期增长25%， 其中
飞机出行平均距离为1638公里， 约等于上海
飞往呼和浩特的距离，达到四年来巅峰，基本
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游客已积压许久的
长线游、跨省游需求得以快速释放。

另一种长线旅游的方式也需求强劲。携
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国内跟团游订单量
同比去年暴增11倍，5天以上的跟团游订单占

比从2019年的20%涨到30%。
酒店方面，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

国内跨省酒店预订占比超过70%， 订单量相
比2019年同期增长显著。同时，在去哪儿平台
上，“五一”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超2019年1.9
倍，4月23日， 国内酒店单日预订间夜量达到
历史新高。作为旅游最重要的板块之一，跨省
酒店的预订量大增也反映出“五一”假期长线
游的火爆。

“今年‘五一’旅游市场的消费特点，首先
体现在长线出行需求的强烈释放。这与之前消
费者以本地游、周边游为主的旅游方式有了显
著差异， 代表着旅游消费信心的全面恢复。”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彭涵指出。

目的地：淄博热度增速最快

跨省游走热下，“五一” 假期热门目的地
也有着些许变化。除了北京、上海、杭州等传
统热门目的地，因为“烧烤”出圈的淄博也成
为“五一”假期旅游热度增速最快的目的地。

从“五一”前就火出圈的淄博也成为了游
客出游的首选。据携程数据，在“淄博烧烤”的
现象级流量拉动下，“五一” 期间山东省酒店
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3倍，增速位居全
国第一。 淄博市酒店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

长超10倍，跻身“五一”期间山东省内酒店预
订热门城市前五。

不仅淄博成为了“顶流”，其他一些城市
也靠自身“本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飞猪
方面表示，在众多线下演艺、节庆活动、地方
特色体验的带动下， 当地旅游商品预订量同
比去年均增长20倍以上的城市中，连云港、徐
州、泰安、上饶、嘉兴、秦皇岛、烟台、威海、金
华等也跻身前十大新兴目的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
谷慧敏表示，今年“五一”假期比较特殊，其自
身小长假的属性叠加疫情以后释放的庞大的
旅游需求，使得今年的“五一”假期比往年更
为火爆。在“五一”假期过后，国内旅游市场会
适当的平稳一些，而在暑期又将迎来以学生、
亲子家庭为主的出游高峰， 但由于暑期会有
部分出境游的分流， 预计国内旅游热度仍不
及此次“五一”假期。

“展望‘五一’后，要保持旅游消费长期向
好的势头，各地必须继续加大业态创新供给，
实施更为精准的品牌营销和个性的旅游品牌
塑造，持续升级服务水准，如此才能使旅游释
放更多活力， 更好实现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新时代文旅研究院院长吴若山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

“五一”期间，北京地铁

首次夜里不停运，北京商业

人更是连轴转。5月3日，北

京市商务局发布的“五一”消费数据

显示，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百货、

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企

业实现销售额46.6亿元， 同比增长

21%。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3498.9万人次，

同比增长76.5%。数据高增长的背后，是北京商

业人的共同努力。“提前一周，我们就已经把黄金

周五天的食材、耗材等准备好了，没想到依旧还是不够。”不少

商家谈及“五一”消费时感慨道。在“五一”假期各业态消费回暖

的背景下，更是释放出北京商业持续向好的积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