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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危机以来，消费一直是拉动英国经济复苏前行
的重要动力。如何利用好各类节日刺激海外和本国消费者
的消费需求，成为了近年来英国政府和零售业企业的重要
关注点。

2015 年 12 月，圣诞假期旅游入境的游客数量相比于
2014 年 12 月上升了 8%，2015 年因假日旅游入境英国的游
客数量相比 2014年增长了 1%。

英国政府着力在吸引海外游客在英消费上做文章。方
法之一就是建立便利各国消费者的支付渠道。近两年来，
无论是哈罗德百货、西田百货等伦敦室内购物中心，还是摄
政街、牛津街沿线的各家门店，几乎所有商家都一改以往只
接受万事达卡和维萨卡的局面，开始陆续接受美国运通卡
和中国银联卡支付。英国伦敦汀香定制旅游的总经理介绍
说，中英两国政府间关于金融合作的不断推进为英国零售
业带来了更为便捷的支付通道，成为吸引中国游客赴英消
费的重要亮点。

方法之二就是不断放松和拓宽签证政策。为了减少中
国游客申请签证的成本和简化程序，英国内政部已经将中
国游客访英原来的 6 个月旅游签证，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被延伸为两年多次往返签证。

在常规措施下，英国政府还经常出奇招吸引各方游客
利用假日赴英旅游。针对中国游客，2014 年英国政府斥资
160 万英镑，发起一场为英国重要旅游消费地点征集中文
名称的活动。其中，英国重要的购物地点“碎片大厦”“萨维
尔街”“骑士桥”“卡纳比街”等被分别命名为便于中国消费
者接受的“摘星塔”“首翁定制街”“雅士博界”“咖乐比精品
街”等。

英国政府和商家针对假日旅游消费的战略收到了成
效。以 2015 年圣诞节假期为例，英国旅游局数据显示，在
英镑的强势和低通胀率，人均消费有所下降的情况下，12
月份英国入境游客本地消费同比上涨 1%至 17.4 亿英镑。
受 12 月份入境游客消费的强力拉动，2015 年境外游客旅
游消费总体上升至 218亿英镑，为历史最高水平。

英国政府在频繁出招吸引海外游客假日消费的同时，英
国零售商家则积极打出“感情牌”和“打折牌”吸引本国消费
者。擅打“感情牌”是英国传统百货公司相对于新兴电商的优
势所在。每年圣诞季到来之前，各家传统老店都要在电视和
网络上播放斥巨资制作的圣诞宣传片。当地朋友告诉记者，
如果哪一年缺少了百年老店约翰·路易斯百货温馨的圣诞短
片，人们甚至觉得圣诞节不再完整。以温馨家庭、邻里互助为
主题的圣诞短片吸引了人们抢购短片同款的各类礼品。

英国零售业企业更为一致的主打策略是“大规模打
折”。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负责人乔·斯特顿说:“对于英国
人而言，圣诞消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太多的英国人希望
围坐在新购买的厨房家具周边，一边吃着圣诞火鸡，一边在
屏幕更大的电视上收看《唐顿庄园》。”

随着网络购物对于传统零售模式的冲击不断加大，英
国各大零售企业也开始同时推行线上线下打折销售。英国
商家圣诞节前和节礼日期间吸引消费者如此成功，以至于
即使在去年 12 月英国经济前景不及预期的背景下，消费者
消费信心指数仍空前高涨。捷孚凯消费者信心报告显示，
2015年 12月英国民众对于未来 12个月的经济景气看法为
两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消费者对于圣诞节期间大
笔消费的预期更为明显。调查显示，节日打折力度成为吸
引消费者购买大件消费品的最重要因素。

以 2015 年第四季度为例，德勤英国公司零售业主管
伊恩·葛迪斯表示，此次圣诞节期间的打折力度是前所未
有的，同时从利润额增长的角度来看，零售业企业也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英国第四季度总体零售消费额上涨了
1.1%；受此拉动，2015 年的销售额增速也是近 11 年来最
快的一年。

悉尼是座美丽的海湾城市，也是繁华的商业都市，每
年都会吸引到多达 3000 多万全球各地的游客，其多彩
文化和旖旎风光，造就了悉尼“世界旅游之都”的美誉。

悉尼正是依靠一系列文化、教育和创意产业的推广和
创新，多姿多彩的餐饮、旅游观光、会展、金融服务等配套服
务，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一流现代都市生活和自然风光。

近来，悉尼市开始实施夜间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在未
来 20 年内完成。该计划以鼓励多元化的悉尼夜生活为
主题，与文化机构合作，开展悉尼首届不眠之夜活动，每
年挑选一个晚上，让众多的艺术馆和博物馆延长营业时
间直至深夜，悉尼市图书馆则开通了夜间网络服务项目。

悉尼市已经连续 7 年举办“活力悉尼”灯光音乐节，
为期 18 天，通常是在 5 月最近一周举行，这是历史建筑、
艺术和科技的汇聚，主要表现夜晚悉尼的美丽。“活力悉
尼”带给人们很多惊喜，已经成为世界上类似艺术节的佼
佼者，成为澳大利亚主要的艺术活动品牌。

餐饮业更是夜间经济的急先锋。市政当局为悉尼街
头的食品夜市和流动餐车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人参
与到这项计划中来。比如，著名的悉尼鱼市每年都会在
圣诞节前夕举办 36 小时海鲜马拉松活动，去年就曾吸引
10 万多人前往采购海鲜，人气爆棚，两天之内海鲜销售
量接近 700 吨。对中国游客来说，到悉尼鱼市场品尝地
道澳洲生猛海鲜，已经变得和参观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
桥一样重要。

据统计，近年来，每年悉尼的夜间消费为本地经济贡
献 150 亿澳元，并且创造了全市近三分之一的新增就业
机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续举办了 19 届的悉尼农历新
年庆典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春节庆典活动，每年吸引
60 多万游客光顾悉尼市区，也是悉尼最为隆重的文化活
动之一。刚刚过去的猴年新年，悉尼市投入了 200 多万
澳元准备春节庆祝活动，今年一共举办了 70 多场农历新
年庆祝活动，连续 9天 9夜向公众免费开放。

悉尼市长摩尔说，中国年庆典活动意义重大，我们从
中获得了多元文化的有益价值。目前华人占到悉尼市总
人口的 16%以上，保持了他们与故乡的联结，增强澳大利
亚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联系是保持悉尼国际化都
市地位的关键。

如今，悉尼市政府已经启动唐人街再升级改造计划，
旨在使其成为悉尼黄金商业地带上最具特色的休闲购物
场所。

也许这就是悉尼的魅力所在，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因此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纷至沓来。假日经济不是
简单的一个草台班子，搭台就能唱戏。悉尼努力打造国
际化大都市，正是依靠综合竞争力，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生活环境，多元的文化吸引力，才使得假日经济春华秋
实，水到渠成。

日本的假日也很多，除新年、5 月黄金周、暑期盂兰盆
节等大型假期外，春分、秋分、敬老日、文化日、感谢勤劳
节、大海之日、山岳之日、绿色之日等假日也很多。据日
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 2010 年对主要国家的统计，日本全
年假日达到 136 天，与英国相同，仅次于 144 天的德国、
141 天的意大利、139 天的法国，日本已经进入休假大国
行列。

自 2000 年以来，日本也把发展假日经济当做发展重
点，希望通过假日消费带动零售、餐饮、住宿、娱乐、旅游
等服务产业的发展。目前，这些消费产业已经成为日本
经济的重要支柱。

日本 GDP 的六成以上靠国内消费，其中假日消费成
为拉动居民消费的重要动力。休假带来的消费刺激显而
易见，大型商业企业伊势丹公司统计，假日顾客流量增加
60%，日本旅行社发现三连休时外出住宿旅游的人数明
显多于周末。据日本观光振兴协会常务理事丁野朗介

绍，日本每增加一天假日的经济效益约为 3000亿日元。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樱本光研究发现，日本虽然法定

假日很多，但企业员工的带薪休假落实率并不高，仅为
50%左右，如果全部享受假期，那么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
益将达到 16万亿日元以上。

日本政府为支持假日经济，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
增加带薪休假的国民纪念日，如增设“大海之日”“绿色之
日”，政府、企业、学校一律放假。二是将一些原来固定日
期的假日调整为最近的周一，如 2000 年将“成人日”“体
育日”，2003 年将“大海日”“敬老日”调至周一，人们可以
与周末连接实现三连休，便于出门休假等消费。这些措
施被称为政府“不用财政支出的经济对策”。

同时，对于集中休假造成的交通拥堵、客房紧张、价
格上浮等消费者的不满，日本政府开始倡导错峰休假，即
不同的地区或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休假日期，或
允许员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调休。这样，可以避免交通

拥堵浪费时间，避免景点的熙熙攘攘中见人不见景，商
家、旅馆的客源也可以保持均衡。

近年来，日本下大力气吸引外国游客，视外国游客为
振兴日本经济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近几年日本放宽入境
游签证条件，努力吸引外国游客。据日本政府观光局近
日发布的访日游客人数统计，今年 1月份接待外国游客同
比增长 52%，达到 185.1 万人次，为史上单月第二高水
平。其中，中国游客的贡献最大，达到 47.5 万人，增加了
1.1 倍。2 月份日本的春节更加火爆。日本观光厅日前在
记者会上公布数据显示：按 1 月份的游客人次换算全年，
约可达到 2200万人。

日本促进旅游的特色分别为购物和体验型旅游。日
本商家在春节、五一黄金周、暑假等旅游旺季准备了各具
特色的商品，同时日本各地方城市也打出了温泉、饮食、
海景、休假体检等特色旅游产品。

日本正在全力以赴解决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近
两年的高峰期内，大巴车一车难求，据说生产大轿车的
日野汽车公司收到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两年之后。为解
决旅游高峰期的旅馆不足，日本设立的国家战略特区
中，东京都大田区今年初颁布条例，允许达到一定条件
的民宅可以改为家庭旅馆“民宿”经营，为想体验日本社
会风情的游客提供了便利。而且，“来的都是客”，日本
服务行业的待客规矩和礼貌也为日本社会赢得了好
评。日本的商业意识在开发旅游、发展假日经济方面得
到了较好的体现。

旅游和购物——说起印尼发展假日经济，就不得不
提这“两大法宝”。

巴厘岛、龙目岛、四王岛、婆罗浮屠⋯⋯这一个个国
内游客耳熟能详的知名景点，既是印尼的“国家名片”，又
是印尼促进假日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撒手锏”。根据
印尼《2015—2019 年国家发展规划》中期目标，2019 年
前印尼旅游业创造了 2000 万美元外汇收入和 700 万个
新增工作岗位。为此，增加旅游免签国、服务外国游客度
假的措施，成为印尼接连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包”的重
要内容。2015 年印尼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总计 75 个国家
和地区的游客实施 30 天免签入境。据印尼法律和人权
部移民事务总司发言人海鲁·桑托索介绍，去年外国游客
数超过 510 万人，其中，有 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6 万游
客免签入境，比 2014年翻了一番。

为了解免签政策对印尼假日经济的促进作用，猴年
春节期间记者还是专门赴巴厘岛采访。此时，当地一些
中档酒店已开始呈现“一房难求”的局面，凯悦、洲际等高
档酒店也需提前一周甚至十几天预订才能保证有房。记
者下榻的宜必思快捷酒店，由于房价相对低廉，从早到晚
都能看到满载中国游客的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地进进出
出。一位名叫布恩的司机这些年来通过接待中国游客练
就了一口流利的“东北普通话”，他对记者表示，“政府规
定春节放假一天，休息？哪能啊！白天带着中国游客看
看景儿、买买东西，晚上拉上他们上咱自家开的饭馆儿尝
尝烤乳猪，媳妇儿数钱数得哟，那叫一心里美！”

如果说发展旅游业主要盯着“老外们的钱袋子”，那
么各大商场则瞄着本国广大的消费者。别看印尼没有地
铁、城铁，公交车也多以门都关不上的小巴士为主，整体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但印尼的商场绝对算得上
国际一流。在品牌引入、设计装潢、配套设施、主题活动、
消费服务等方面，雅加达的购物中心丝毫不逊色于北京
的新世界和上海的新天地，如果再算上商场内好几层的
免税旗舰店这个福利，与国际水平相比，丝毫不逊色。

国际一流的商场自然培育出了印尼十分发达而独特
的“假日文化”。记者初到印尼时，曾被这样的画面所震
撼：每逢节假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五六个
孩子，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能在商场热热闹闹、叽叽喳喳地
逛一天、买一天、玩一天。当你结束一天的“血拼之旅”，
工作人员早已联系好出租车静静地等在商场出口，还帮
你把大包小包妥妥地在后备箱码好。虽然你满意地离开
了商场，但是商场提供的服务并未结束，下一个节假日还
没到，工作人员已经通过电子邮箱或社交账户将新一轮
促销活动的信息发到你的手机上，并且根据上一次消费
记录了解到你牙口不好，因而特意为你推荐了某品牌的
口腔护理用品，并给出提示:“鉴于您对本商场的信任和
忠诚，您在购买上述推荐产品时有折扣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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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刺激消费欲 特色旅游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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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游客消费多

境内零售利润高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假日经济对各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澳大利亚悉尼

夜间消费真丰富

贡献三成新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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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入境游客翻一番

假日文化渐成风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编者按 根据消费理论，居民假日休闲消费能够带动相关的铁路、民

航、公路客货运、餐饮、酒店、零售业、广告业、通讯产业、银行业等12个产业的发

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相比，假日经济释放的是已有消

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明显。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各国争

相发展假日经济吸引消费者。

上图 这是 2 月 21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拍

摄 的 2016 丙 申 年 全 国

挥春比赛现场。

当天，由马来西亚

雪 隆 海 南 会 馆 主 办 的

“2016 丙申年全国挥春

比赛”在吉隆坡举行，千

余名书法爱好者参加了

此项活动。

（新华社发）

左图 2 月 19 日，

舞者冒雨在妆艺大游行

中表演。当日，新加坡

妆 艺 大 游 行 在 新 加 坡

F1 赛道举行第一晚的

表演。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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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游客已经成为各国入境游客的“香饽饽”。根据我国旅游部门的数据，

2016年春节有600万人出境过年。有研究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居民出境旅游购物消

费额约为1000亿美元以上，对旅游目的地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

当前，我国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总天数已经达到115天，人们的休闲购物需求远

远没有饱和。海外各国发展假日经济的做法也为我国旅游业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