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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催热消费市场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月饼作为中秋节必不可少的食品，早已占据各大门店的显
眼位置。同时，“中秋宴”“团圆宴”开始接受预订。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仅隔 3 天，

“攒”出来的超长假期也催热了旅游市场。“双节”消费市场有哪些新亮点，线上线下又
出现哪些消费新趋势？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北京三大老字号牵手

用“互联网+”重塑经典美食
本报记者 顾 阳

京城三大老字号天福号、桂香村、金鼎轩日前共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将融合各自优势重塑京城美食市场，京城百
姓有望品尝到这一深度联盟烹制出的美食大餐。

据悉，天福号始创于清乾隆三年，在其 270 余年的发
展历程中始终将独特的古法秘制酱艺和深厚的酱道文化
内涵赋予到产品中；百年老店桂香村是首批命名为“中华
老字号”的企业之一，一直秉承“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的
传统制作工艺；京城首家“24 小时营业”的酒楼金鼎轩则
多年来遵循“统一管理、统一形象、统一产品、统一服务”
的经营理念，深受消费者喜爱。

在“互联网+”背景下，三家合作伙伴将整合平台、拓
宽渠道、延展触角，在恪守传统工艺的前提下不断研发新
品，把此次合作作为各自的二次创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资
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我们三家都是企业，但我们做的不是产品，是食品，
是关乎民生关乎健康的食品。”北京天福号食品企业集团
总经理陶冶说，选择与金鼎轩合作，天福号看中的是该企
业优秀的管理基因。

北京桂香村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德起表示，“三方
合作是成人之美，成彼此之美，成美食爱好者京城百姓之
美 。 借 两 个 伙 伴 之 力 ，桂 香 村 一 定 会 香 气 四 溢 ”。
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芒表示，将在战略
合作中学习天福号、桂香村这些巨擘的兴业之道兴隆之
道，努力把收获转化为对服务与菜品的创新。

“入口的东西讲究品，怎么做到产品有品、人有品？
有些东西我们要不断探求，有些东西我们要始终坚守。”
北京市老字号协会会长刘小红表示，希望更多老字号加
入到“互联网+”中来，实现“振兴老字号品牌，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的目标。

平价月饼担主角

智能手机成新选
本报见习记者 袁 勇

中秋国庆将至，记者近日在多家超
市、商场走访发现，高价礼品充斥市场的
场景不复存在，传统礼品售价逐渐回归理
性。不过相对于线下市场，线上商城个别
打着“私人定制”旗号的礼品券，则依然
存在价格高昂的现象。

9月 16日，记者走进沃尔玛北京宣武
门店。门店内，各式各样的月饼琳琅满
目，既有来自广东、天津的外地品牌，也
不乏稻香村、全聚德等北京品牌，价格则
是从几十元到 400多元不等。顾客王先生
一口气买了12盒一款标价为100多元的月
饼，“现在单位都不发月饼了，但是过节
看望亲戚长辈还是要送点心意”。

超市月饼区售货员告诉记者，往年单
位团购几百盒的情况现在少了很多，主要
以散客少量购买为主，月饼价格也降了不
少。记者随后走访了北京物美超市、华堂
超市，发现高价月饼的确难见踪影。

在很多高档酒店内，月饼的价格也变得
更加亲民。在北京开元名都大酒店，大堂
内摆放的中秋月饼礼盒普遍价位在两三百
元左右。酒店大堂隋经理说：“现在卖得
最多的是 398 元一盒的月饼，高价月饼基
本没人买了，这个就算是中秋礼品中比较
高档的了。”在北京国贸大酒店，记者看到
了一些固定搭配的中秋礼篮，除月饼之外，
还可以搭配茅台酒、鲍鱼、茶叶、高丽参、
葡萄酒等，价格从 1000多元到 3000多元
不等。不过服务员反映，买的人并不多。

相对于线下的商场、酒店，线上电商
平台的中秋节市场消费形态则越来越多样
化，其中又以中秋礼品券最为热销。

记者在京东商城网站发现，一些以私
人定制的贺卡形式出现的礼品券，购买者
可 以 选 择 款 式 、 印 上 自 己 的 专 属 LO-
GO，单张礼劵的面值从 200 元到 2 万元
不 等 ， 礼 品 提 供 方 不 乏 中 粮 、 首 农 集
团、中科农业、稻香村、三元这样的大
企业等。其中，一款名为“蓝卡风尚中
秋月饼”的提货劵售价 5088 元，虽然是
月饼提货劵，但除月饼外，可选礼品还
有“国台酱门名物窖藏老酒”“万宝龙
14K金笔”等共15种商品。

以月饼为代表的商品对很多人来说依
旧是不可缺少的中秋礼品，但是一些年轻
人开始把智能手机等商品作为节日期间孝
敬长辈的新选择。

在王府井步行街的一家手机店里，售
货员告诉记者，针对老年人群体卖得最好
的一款手机是小米手机出产的红米 2，每
天至少卖出十几台。临近中秋，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选择来店里给父母购买这款手机
作为中秋礼物。售货员介绍说，华为、
TCL 等品牌最近卖得也不错，很多年轻
人前来选购都为节日送长辈。这些国产品
牌智能手机售价不高，但普遍具备“老年
人模式”，操作界面更为简单、字体大，
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

在北京工作的王女士购买了一台智能
手机准备中秋时送给妈妈，她告诉记者：

“妈妈在老家，一年也见不到几次，虽然
有很多老年朋友一起跳舞或者旅游，但是
还是很想念我们。买一个智能手机，教她
拍照和用微信，可以把自己平时的生活记
录下来和大家分享，自己也可以随时和父
母分享生活片段。”

网络餐饮销售火 多元方式庆团圆
本报见习记者 郭静原 王 霖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记者近日
走访多家北京各类餐饮场所，发现实体
餐饮门店的预订情况各有千秋，而面对
新兴的网络餐饮营销渠道，消费者的选
择更加多元、自主，对节日餐饮消费的
热情依旧不减。

一些高档餐饮节日预订往年早早就
“ 一 位 难 求 ” 的 情 况 ， 如 今 多 少 有 些
“风光不再”。大董金宝汇店、白家大院
苏州街店、上海小南国来福士店和利苑
酒家金宝街店等一些高档餐饮的节日预
订均有余位。已预订的包厢也主要是亲
朋好友间的宴会，商务宴请、机关团体

组织请客等围餐行为大幅减少。
不 同 于 高 档 餐 饮 业 的 中 秋 遇

“冷”，传统老字号餐厅节前预订火爆，
大众餐饮业的预订情况也比较乐观。北
京菜馆局气北京南站店的包厢早被订
满，老字号餐厅峨嵋酒家车公庄店和砂
锅居西四店的中秋雅间也早已预订一
空。许多大众连锁餐饮门店服务人员都
说，节日前二、三天将是节日包间的预
订高峰，当天的包厢有望全部订满。

与实体餐饮门店相比，网络外卖订
餐也十分红火。几大外卖网站提供了
琳琅满目的各种美食选择，不少知名

大众餐饮品牌进驻外卖网站，使得菜
品质量更有保证。在外卖 O2O 如火如
荼 的 同 时 ， 上 门 餐 饮 也 在 逐 步 增 多 。
北京某医院医生李竟成告诉记者，“中
秋就是跟家人团圆的日子，平时自己
工作忙，想用更多的时间来陪陪老人
和孩子，做饭往往忙不过来，有厨师
上门做饭食材放心、服务周到，全家
人都很开心”。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对生活的渗透，
“私家厨房”的自制食品、私人定制餐也
在节日期间流行。刘女士是一名爱好烹饪
的全职妈妈，她制作的私房菜、烘焙特色
糕点在微博、微信的转发和晒图中火了起
来。“为迎接‘双节’，我特意推出了无添
加防腐剂的健康杂粮月饼，还有私家咖
喱蟹、麻辣小龙虾等菜品，已经订出 20
多份。”刘女士说。

出境游受青睐 自由行重休闲
本报见习记者 孙昌岳 于杰新

今年中秋与十一长假相距仅 3天，上
班族如果能请 3天假的话，就能拼出一个
长达 12 天的假期。由于假期较长，长线
游、深度游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新亮点。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线定制旅游
项目。双节期间，携程旅行网、去哪儿
网、“阿里旅行·去啊”等在线旅游机构，
由于路线丰富、更新及时和价格低廉，吸
引了众多驴友报名出游。

其 中 ，出 境 长 线 游 备 受 上 班 族 青
睐。记者从携程提供的综合出境自由
行、跟团游数据中了解到，今年中秋、十
一长假通过携程选择出境长线游的人次
较去年同比增长超 150%。在最受欢迎
的目的地中，伦敦、巴黎增长最为迅速，

同比分别为 261%、243%。同时出游邻
近国家和地区的热度仍持续走高，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幅超过 100%，香港、东京、
曼谷位列出境游目的地前 3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
选 择 自 由 行 ， 轻 游 重 休 闲 。 记 者 从
Travelzoo 旅游族近期发表的调研中了
解到，人们对于深度游和旅游品质的要
求在显著提升，50%以上的受访者希望
提高旅游休闲的内在质量，并愿意把更
多花费放在旅途中的酒店、餐饮和娱乐
方面，而不是购物，并且近 70%的受访
者希望以自己的节奏去安排行程、控制
旅游节奏。这种新变化在“双节”出游
定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与传统跟团游游客重游轻休闲不
同，自由行用户的消费重点更加倾向休
闲。淘在路上的最新预订数据显示，用
户购买当地玩乐商品比例接近总订单比
例的 90%，其中，“边走边订”商品预
订占比超过 38%。

此外，今年双节期间，“互联网+”也
成旅游新热点。驴妈妈旅游网相关负责
人苑纯洁介绍说，在“互联网+”时代，“旅
游客源地—媒介渠道—旅游目的地”的
传统旅游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媒介渠道
方面，OTA、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抢占了
传统的旅行社、电视、广播和报纸。只要
有互联网的地方，就可以随时预订包括
火车票、飞机票、景区门票、自由行产品
及包含国内游和出境游方面的各种旅行
相关产品和服务。”苑纯洁说，双节期间，
具备“互联网+”思维的“80 后”、“90 后”、

“00 后”游客正逐步取代了传统游客，成
为新的重要的旅游客源。

“双节”来临，受八项规定和反“四风”

影响，以往的高价消费火爆的场景不复存

在，但是公众消费热情不减，理性化消费

成为主流。月饼等传统礼品价格回落，销

量看好；高档餐饮遇冷，大众餐饮火爆；休

闲旅游获得消费者青睐。这些现象表明，

越来越健康的消费市场正逐渐形成。

同时，多样化、个性化也成为公众消

费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而互联网则扮演了

促成公众消费多样化、个性化的重要角

色。中秋节亲朋好友相聚，打开手机外卖

APP 下单，大餐就能送上门；国庆长假想

外出旅游，打开手机 APP，查看旅游热线，

在线订酒店、机票、门票，足不出户，准备

工作全部做足⋯⋯如今，互联网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目前，可以说我国公众消费已经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普遍提升。同

时，消费方式也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趋

势，借助于互联网，消费者的个体化需求

得到了有效呈现，越来越多的新型消费需

求被发掘、组合，在市场上形成新的消费热

点，与之对应的，市场也借助大数据等工具

获取消费者需求消息，进而从生产角度满

足消费者需求。而借助于互联网，很多传

统产业也主动寻求转型，以适应社会需

求。例如，伴随着反腐倡廉，原来面向公款

消费的很多高端餐饮企业把目标锁定普通

大众，通过团购、网购等方式转型为大众消

费场所。

从中秋国庆节日期间消费热点来看，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但是

公众消费习惯的转变，也带动了传统产业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结构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对于

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得到了凸显，

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必然传导到消费层面，

导致消费增速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行，但

是消费稳定性最好，在“三驾马车”中拉动

力最为强劲。

这样的情况也被研究数据所反复验

证。商务部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15 年

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指出，消费率在近十

年中首次突破 50%，位居“三驾马车”之

首，而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

中则表示，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达

到 60%。

与此同时，政府强力打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经济发展新动力，正与“互联

网+”背景下消费产业重要性的增长和结

构转变相呼应。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与互联网的结合，创造了大量新的商业模

式，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创新项目，给公众

生活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借助于互联网对 消 费 产 业 的 改 造

升 级 ，公 众 消 费 需 求 不 断 得 到 满 足 和

进 一 步 提 升 ，我 国 经 济 结 构 正 在 经 历

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也会不断得到

新的动力。

互联网唱响新型消费大戏
袁 勇

健康服务业消费势头正足

小艾灸有望成为大产业
本报记者 刘 兴

旨在传承中医药文化遗产的“第三届国际灸法大会”
日前举办。灸法属于健康服务业，随着消费能力和消费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服务业的需求正呈现多元化和
全面化的趋势。依据国家相关发展规划，到 2020年国内
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 8 万亿元以上。作为中医智慧结
晶的艾灸产业发展现状如何？相关群体的消费能力又是
怎样的呢？

国际灸法大会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推
广委员会会长纪凯对记者表示，“一炷艾、一根针、一碗
汤”是中医养生治病的三大法宝。其中的“一炷艾”指的
就是艾灸，它采用艾叶制成的艾绒卷点燃作用于体表，以
达到温通经络、消瘀散结等目的。正因艾灸是一门独特
的医术，以及公众出于对滥用药品的担心，近两年间艾灸
这一“养生消费”持续升温。

记者获悉，目前在三线城市中，艾灸非专业店一次消
费已达 50至 150元；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中则达 80至 300
元不等。不少养生馆、美容院因此“易帜”，在经营中特别
添加艾灸新项目，甚至将其作为“主打牌”。此外，消费热
潮还催生了辅助设备的翻新，可全穴的灸罐、可除烟味的
灸器等先后面市，施灸存在的固定难、烟熏呛、占人力等
瓶颈问题纷纷实现突破。

艾灸消费看涨的背后，亦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譬
如，艾灸从业人员操作水平参差不齐；国内艾叶加工企业
规模总体偏小、行业整体盈利水平较低，等等。据权威部
门预测，随着“治未病”大中医文化的不断升温，未来 3 年
艾灸行业将迎来历史发展新机遇，国内艾制品消费总量
将翻两番，达 8万吨左右。

纪凯认为，推动艾灸产业全产业链可持续化发展，进
而满足消费者对健康服务、养生服务的多元化需求，未来
还需进行一些探索：

首先，探索中医艾灸养生旅游示范区。日前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
出，要积极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推出一批以中医药文化
传播为主题，集中医药康复理疗、养生保健、文化体验于
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产品。我国有着丰富的艾草
资源，也是潜在的健康旅游资源，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巨
大，有中医药产业基础的地区完全可推出一批集艾灸康
复理疗、产品体验、旅游疗养于一体的旅游示范区产品，
使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获取艾灸养生保健知识，体验中
医艾灸养生，达到集艾灸养生、艾灸文化传播、艾灸休闲
旅游为一体的多元化发展目的。

其次，建立中医艾灸产业孵化机制。艾灸产业兼具
服务业、生产种植业、加工制造业、文化传播业等多重
属性。艾蒿的农业化种植、艾制品的加工制造、艾灸养
生理疗与服务业、艾灸文化传播和培训，这四大业态都
能产生极高的市场价值，有条件基础的地区应当做好顶
层设计和战略长远规划，创新经济和服务模式，鼓励多
元投资，加快市场培育，提供政策扶持，特别是在资本
运营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联盟，将产生可持续性的增值
产业链。

第三，打造中医艾灸文化传播途径。从国际上看，韩
国、日本等国把中国的灸法传承过去后通过发展与创新，
艾灸产业正处于飞速发展当中，特别是艾绒加工等关键
技术已明显优于中国。未来，可以通过国际灸法大会、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等产业发展标杆性平台，组织人员
和投入资金对散落在民间的灸法灸技及其传承人进行抢
救性的征询和收集，进行开发、研究、传承、整理和教学，
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体验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法宝。

① 月饼作为中秋节必不可少的食品，早已占据各大门店

的显眼位置。 本报记者 孙 璇摄

② 记者走访多家超市和酒店发现，今年中秋市场以平价

月饼为主，大量团购的现象也少了很多。

本报见习记者 袁 勇摄

③ 相比高档餐饮业中秋遇冷，传统老字号餐厅节前预订

十分火爆。 本报见习记者 王 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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