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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游

热潮。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

“五一”假期旅游人次有望突破 2019 年同期水

平，达到 2 亿人次，其中，部分热门城市一票难

求，酒店民宿“量价齐升”，中长线游、出境游等

旅游方式热度飙升。

中长线游订单占比高

作 为 2023 年 春 节 后 的 首 个 长 假 ，“ 五

一”假期的旅客出行需求已经提前释放，早

早 定 好 了 出 行 计 划 。 飞 猪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目前，国内机票、酒店、景区门票、跟团游订

单 均 已 超 过 2019 年 同 期 ，累 计 预 订 量 同 比

去 年 大 增 超 10 倍 ，长 线 旅 游 成 为 今 年“ 五

一”假期游客首选，中长线游订单占比高达

九成以上。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9 日，“五

一”长线出游订单占比接近 70%，相较 2019 年

高出 6 个百分点，长假出远门的热情更甚 2019

年之前。同时，长线旅行迅猛复苏也为国内景

区带来利好，“五一”假期期间景区门票预订量

较 2019 年增长超 3 倍。

伴随着中长线旅游订单的增长，部分热门

城市的机票、火车票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

况。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与家人买

好了前往山东淄博的高铁票，然而返程车票、

机票均已售罄。

美团数据显示，4 月 14 日火车票订单量已

达今年春运峰值的 2 倍，“五一”假期前两日已

有多条热门线路高铁票售罄，部分线路车票甚

至出现秒光的情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截至 4 月 22 日 14 时，铁路部门已经售出

“五一”小长假运输期间火车票 4657 万张。铁

路部门表示，将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加大运

力投放，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假日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安排日均开

行旅客列车将达到 10500 余列，增开旅客列车

1500 多列。

机票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火爆的情况。从

民航局 4 月 21 日公布的数据来看，“五一”假

期订票超 600 万人次，旅客出行需求提前释

放，预计“五一”假期民航将运输旅客 900 万

人次左右。携程数据显示，2023 年“五一”假

期 的 境 内 机 票 搜 索 热 度 超 过 2022 年 同 期

290%以上，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旅游作

为重要的消费产业，一方面可拉动目的地景

区、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增长；另一方面旅

游业的复苏，也可以带动景区、酒店、度假区

等项目的投资和当地餐饮娱乐等存量资源的

综合利用，旅游业的复苏有助于拉动社会整

体消费。

住宿预订爆满

整体来看，“五一”假期旅游出行住宿市场

较疫情前呈现“量价齐升”的趋势。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19 日，与去年同期相比，

“五一”期间酒店预订量增长了 50 倍。携程发

布的《2023 年五一假期旅游预测报告》也显

示，“五一”假期境内酒店市场搜索热度相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近 200%。同程旅行数据显

示，大理古城、凤凰古城、黄山等热门景点周

边，均有不少酒店出现满房情况。演唱会、音

乐节等演艺活动所在地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

比大增超 20 倍。

随着住宿需求增大，部分热门城市的酒店

民宿价格也在水涨船高。对此，携程研究院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彭涵认为，这是旺季叠加出行

需求提前释放的综合结果，显示出大众旅游消

费信心或已接近疫情前水平。

不过，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却吐槽

遭遇了“酒店刺客”，酒店价格较平日上涨了两

三倍。甚至有一些网友反映，临近假日却被酒

店以各种理由“退单”。

针对这一情况，各地政府也在第一时间采

取了相应措施。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

“五一”节假日及旅游旺季期间市场价格和

竞争秩序的提醒告诫书》，明确要求住宿餐

饮经营者在“五一”假期期间明码标价，价格

变动要及时调整，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

商 品 或 提 供 服 务 ，收 取 任 何 未 予 标 明 的

费用。

因烧烤火爆出圈的山东省淄博市近日也

表示，将对宾馆酒店客房价格实行涨价幅度

控制措施。自 4 月 23 日起，将在全市范围内

对宾馆酒店客房价格实行涨价幅度控制措

施，一个月内上浮超过 50%的，按哄抬价格行

为予以查处。记者了解到，已有不少游客收

到淄博市内酒店返还“五一”期间部分房费的

消息。

江西省景德镇市也为规范宾馆酒店行业

价格行为召开了告诫会。城区 42 家酒店经营

者现场签订价格诚信承诺书，向社会作出公开

承诺，包括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明

码标价、诚信经营，理性合理定价，不盲目跟风

涨价，不超标收费，坚持依法依规经营，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等。

出境游青睐东南亚

作为出境团队游试点恢复后的首个长假，

“五一”假期期间，出境游数据也很亮眼。携程

数据显示，4 月上旬，内地出境游订单同比增

长超 18 倍，迎来了 2023 年的峰值。今年“五

一”假期期间，出境机票搜索热度同比 2019 年

同期恢复至 120%，出境游酒店搜索热度同比

2019 年恢复至约 70%，整体呈现“机票降价、酒

店涨价”的情况。

从机票数据来看，出境游客源地主要来自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及部分省会城市，北上广深

4 个一线城市占据了超过 40%的客源。

在目的地选择上，东南亚增幅在 50%以

上，其他亚洲地区以及部分中东地区增幅超过

100%。

因东南亚航线受到旅客青睐，4 月 21 日

起，南航将陆续加密广州—普吉岛航线，复航

广州—巴厘岛、广州—沙巴、广州—暹粒（吴

哥）、广州—清迈等多条东南亚旅游航线。据

悉，“五一”期间南航东南亚航线每日航班量将

达到 25 个往返。

此外，坐火车出国玩也成为“五一”假期的

一大亮点。记者查询发现，4 月刚开行的“中

国昆明—老挝万象”国际旅客列车，4 月 28 日、

29 日、30 日的火车票已经售罄。

出游带来新选择

因“食”而动，为“吃”而游。今年“五一”，

去远方来趟“味蕾游”也成为年轻人假期出行

的新选择。

美团数据显示，江门、淄博、台州、柳州、自

贡、潮州、汕头、延吉等以美食为特色的小城住

宿预订量较往年增幅明显。以潮州、汕头为

例，作为粤式餐饮文化的代表性城市，“五一”

期间潮汕两地的住宿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上

涨 1200%。

不仅是特色美食城市，“五一”假期全国整

体餐饮行业也有望迎来一波经营高峰。截至

23 日 ，全 国“ 五 一 ”餐 厅 堂 食 线 上 订 座 量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205%。

除“味蕾游”外，这个“五一”，特色新玩法

持续涌现，潮酷体验备受推崇。壁球馆打一场

酣畅淋漓的球赛，魔术俱乐部欣赏沉浸式魔术

脱口秀，簇绒店里亲手做一幅原创作品⋯⋯

近一周，以“‘五一’好去处”“沉浸式玩法”为

关键词的搜索量在美团平台上环比前一周上

涨 194%。

“今年‘五一’假期，不仅景区门票、酒店、

车票预订量大幅增长，还涌现出了包括‘味蕾

游’‘沉浸游’等在内的新潮玩法，极大丰富了

游客的出行体验。”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

表示，“五一”假期出游需求的集中释放，将助

推各地生活服务业消费加速提振，也是中国经

济回暖向好趋势的体现。

面对如此火爆的“五一”假期，4 月 25 日，

文化和旅游部也发文提醒广大游客关注旅游

安全，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错峰出行，尽

量避开假期客流高峰引发的拥挤；践行文明出

游，遵守文明旅游行为规范，弘扬文明旅游新

风尚。

“ 五 一 ”假 期 旅 游 市 场 走 俏

□ 中国经济网记者 秦佳鸣

日前，多家在线旅游

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 旅 游 产 品 的 预 订 情 况

已追平 2019 年同期水平。

和 预 订 量 一 起 高 涨 的 还

有各种预订价格，特别是

住宿，一些热门目的地酒

店价格少则翻番，多则上

涨四五倍甚至七八倍，还

有的酒店临时加价，网友

们 直 呼 快 要 被“ 酒 店 刺

客”劝退了。

供需决定价格。每逢

小长假，出游需求井喷，短

期内多多少少总会有价格

上浮。今年酒店价格为何

引 来 吐 槽 ，背 后 有 些“ 内

情”。过去三年，一些酒店

从战略和经营上进行了调

整，有的甚至选择了离场

或“瘦身”。今年旅游市场

大面积复苏，而酒店筹备

开业、重新入市，补充供应

端还需要时间。从需求端

看，今年不仅旅游火热，商

旅 住 宿 等 需 求 也 迅 速 回

归。供需变化影响着酒店

整 体 的 价 格 走 势 。 今 年

“五一”小长假之前的清明

假只有一天，长线旅游需

求释放不足，这让“五一”

的出行和住宿需求更加集

中，酒店价格也随之升高。

按照规定，酒店经营

一般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根据需求变化，在一定范

围内适度涨价并明码标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可

以肆意妄为，尤其是节假日等重点时期，各地还会出

台相应的政策进行临时价格干预，防止哄抬价格，规

范消费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节假日期间合理范围内的价格波动，大多

数消费者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而对于变相加价以及

各种欺骗行为，消费者是不能忍受的。最近不少网友

晒出被酒店“放鸽子”的情况，有的商家以“五一”满房

为由退单，但随后房间加价后又挂了出去；有的以房

间需要装修或转让等理由退单再涨价⋯⋯遇到如此

糟心事，消费者出游的心情与兴致都会受到影响。

不论临时加价，还是随意退单，这些毁约行为都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遇到类似情况时消费者

不必忍气吞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

单行为可能涉嫌欺诈，消费者不妨保留证据，该维权

的维权，该投诉的投诉，让不良商家受到应有的惩

罚。对消费者反映突出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日前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通知》，相

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早部署、早检查、早处理，坚决

遏制市场乱象扩散势头，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

舒心的假日出行环境。

眼下，旅游市场正迎来盼望已久的复苏，商家急

于“回血”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经营要以诚信为首，趁

着节假日捞一笔是一笔的想法终究还是短视。与其

想方设法引客来，不如多争取一些“回头客”，毕竟好

口碑是流量的根基，一锤子买卖不如细水长流。

口碑好才能长期好

张

雪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4 月 25 日，全国

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19.35 元/公斤，

比 4 月 20 日的 19.25 元/公斤小幅上涨了 0.5%。

“今年 1 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处于低位震

荡状态。”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全国生

猪价格自去年 11 月第 1 周开始回落，今年 2 月第

1 周跌至 14.92元/公斤后小幅反弹至 3月第 2周的

15.95 元/公斤之后又开始回落。4 月第 3 周价格为

14.36 元/公斤，环比下跌 1.8%，同比上涨 6.1%，今

年以来累计下跌 16.9%。猪肉价格自去年 11 月第

1周持续下跌至今年2月第3周的26.70元/公斤，仅

小幅反弹2周后又开始小幅回落。4月第3周价格为

24.39元/公斤，环比下跌1.9%，同比上涨6.1%。

“猪肉价格一直弱势下跌且跌幅高于生猪价

格，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总体仍处于消费淡季，另

一方面说明市场情绪对生猪存栏结构、出栏节奏

和猪价短期影响较大。”朱增勇说。

专家解释，2 月中旬和 4 月 20 日以后猪价反

弹，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生活

秩序恢复常态后猪肉消费出现短期报复性反弹

以及节日效应带动。春节后社会餐饮、团体消

费等逐步增加，“五一”假期来临提振备货需求，

猪肉消费好于去年同期，带动生猪价格呈现反

弹迹象。不过，节后猪肉消费需求总体处于淡

季，同时出栏重量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猪价反

弹幅度较小。二是压栏惜售和二次育肥有所增

加。虽然今年以来猪价低迷，但养殖场户普遍

看好下半年行情，补栏积极性明显增强。仔猪

价格自 2 月第 2 周开始反弹，4 月第 3 周全国仔

猪每公斤为 36.52 元，同比上涨 39.2%。由于压

栏和二次育肥情绪升温，2 月和 3 月，全国规模

猪场购入中大猪数量连续 2 个月增长。投机情

绪再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给压力，支撑了

猪价。同时，由于目前国际市场猪肉价格处于

较高水平、国内冻品库存下降而餐饮消费需求

增加，国内屠宰加工企业在猪价低于 15 元/公斤

时加大了鲜肉转冻肉的加工量，因此在 2 月和

4 月，鲜肉转冻肉加工量均有所提升。

后市会怎样呢？先看生猪产能，3 月末，全国

能繁母猪存栏 4305 万头，同比增长 2.9%，环比下

降 0.9%，相当于 4100 万头正常保有量的 105%，处

于产能调控绿色合理区域的上线。从新生仔猪数

量看，自去年 10 月至今年 3 月全国新生仔猪数量

同比增长，预示着未来半年生猪出栏量将保持稳

定增长。从中大猪看，3 月末全国规模猪场的中大

猪存栏量连续 2 个月环比、同比增长，压栏大猪

在 5 月份开始陆续出栏，预示着短期猪价温和反

弹，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再看猪肉消费，疫情

后猪肉消费报复性反弹后，逐渐转入季节性增长

和恢复阶段，消费需求将逐渐回暖，有望支撑猪

价继续温和反弹。最后看猪肉进口，今年 1 月至

3 月鲜冷冻猪肉进口 53 万吨，同比增长 27.7%。朱

增勇预计，二季度全国生猪价格将会继续温和反

弹，下半年逐渐向好，全年猪价将呈现窄幅震荡

特征。如果不考虑压栏肥猪和二次育肥的情况，

6 月生猪养殖有望重回盈利区间。当前生猪养殖

全行业亏损，预计 2023 年养殖成本将会有所回

落，生猪养殖效益将回升到常态水平。

专家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要

大量补栏母猪，特别是不要在价格回升时盲目压

栏和二次育肥。可紧盯农业农村部官方发布的

能繁母猪存栏等预警信息，客观、冷静地看待市

场预期。

生猪价格将温和上涨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高 妍

4 月 25 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胥仓绿色农田建设项目基地里，农户驾驶插秧机进行

早稻插秧作业。该项目是浙江省首批 10 个绿色农田试点项目之一，通过推行绿色防控、肥药双

减、地力提升等技术，实现了农田节水节肥、高效环保、稳产高产。 王徐超摄（中经视觉）

□ 猪肉价格一直弱势下跌且跌幅高于生猪价格，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总体仍处于

消费淡季，另一方面说明市场情绪对生猪存栏结构、出栏节奏和猪价短期影响较大。

□ 二季度全国生猪价格将会继续温和反弹，下半年逐渐向好，全年猪价将会呈

现窄幅震荡特征。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要大量补栏母猪，特别是不要在

价格回升时盲目压栏和二次育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