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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假期点燃出游热情

刚刚过去的暑期，旅游市场和天气

一样火热。随着中秋加国庆超长假期即

将来临，相关旅游产品预订持续升温。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

假期长线游市场预订量增长迅速，一些

小众目的地表现抢眼，出境产品的预订

量正快速上扬。

旅游市场全面复苏

人头攒动的机场、火车站，熙熙攘攘

的景区等，成为旅游市场复苏的鲜明印

证。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今年暑期全

国国内旅游人次达 18.39 亿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1.21 万亿元，多数目的地接

待游客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亲 子 家 庭 是 暑 期 旅 游 市 场 的 主 力

军。携程旅行网数据显示，暑期机票订

单中，家庭是出游增长最快的群体，订单

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超过五成，其中亲

子游机票订单涨幅最高，较 2019 年同期

增 长 56% 。 研 学 旅

行是暑期当红产品，

在飞猪旅行网上，研

学游搜索量比去年

暑期增长超 2.3 倍。

文 旅 融 合 叠 加

效 应 凸 显 。 7 月 份

至 8 月份，许多二三

线城市成为大型演出项目的举办地。为

一场演出而赴一座城，演唱会、音乐节带

动大量的人群跨区域流动。比如，7 月在

天津举办的首届泡泡岛音乐节，现场观

众超 6 万人次，其中约 70%来自北京、河

北及其他地区。演出在带来门票收入的

同时，也在短时间内产生聚集效应，拉动

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多领域消

费增长。

另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今年

暑期旅游演艺的场次、票房收入和观演

人 次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235.34% 、

496.20%和 717.85%。旺盛的出行需求是

旅游演艺项目保持热度的主因，传统旅

游演艺项目中呈现诸多新热点，旅游景

区与演出机构的合作更为深入。

眼下，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

旅游市场热度再度高涨。携程平台上，

截至 9 月 6 日，国内旅游产品预订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近 5 倍，机票、民宿等业态

的周环比增长均超过 50%，景区门票价

格则翻番上涨。飞猪旅行网数据显示，

目前假期国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6 倍，酒店、跟团游、景区门票、租车等多

个 国 内 游 类 目 预 订 量 均 远 超 2019 年

同期。

“多重、多维、连续性的数据表明，旅

游经济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复苏。”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长线游预订热度高

消费需求的大涨带动了预订价格上

升。携程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机

票客单价为 1293 元，较暑期客单价上涨

两成。同程旅行网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2 日，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的机票均价较

“五一”假期上涨 13%，除了票价上浮外，

出行半径变长也是机票均价上涨的重要

原因。

8 天的超长假期让长线游预订热度

更高。据携程平台数据，中秋国庆假期

跨省游的机票、酒店预订比例达 84%，同

比提升 30 个百分点，长线游目的地主要

集中在西北地区如布尔津、乌鲁木齐、兰

州、敦煌，或是华南地区的三亚、广州、厦

门等地。飞猪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

跨省游订单占比超八成，上海、北京、杭

州、成都等不少地方成为国内游热门目

的地。

途家民宿首席商务官刘杨分析，中

秋和国庆假期是一个全年龄段集中出游

的节点。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宿

市场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爆发周期。从区

域角度看，北方旅游目的地可能会有些

许降温，南方的旅游目的地即将开始发

力。“‘十一’期间，途家将针对到店无房、

涨价、虚假交易、虚假点评等民宿服务及

履约问题进行重点监管，以保障游客入

住体验。”刘杨说。

每逢节假日，热门目的地总会出现

游客扎堆儿现象，这个假期，不少人选

择反向而行，奔赴成本更低、舒适度更

高的小众目的地。在携程平台上，香格

里拉、景德镇、安吉、南阳、常州、佛山、

淮安、延吉、揭阳、安图等地的订单量均

超 2019 年 国 庆 假 期 1 倍 以 上 。 在 途 家

平台上，假期延边民宿的预订量增长 25

倍，常州、福州、洛阳等地的民宿预订量

增长超过 10 倍。

出境游有望迎高峰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7月 1日至 8月

29 日，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共

签发普通护照 342 万本、往来港澳台通行

证及签注 1858.5 万本次，环比分别上升

7.1%、27.5%；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

境 人 员 8241.3 万 人 次 ，环 比 增 长

19.88%。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办理需求

不断攀升，出入境客流量大幅增加，出入

境旅游市场呈现同步复苏态势。

今年 8 月，文化和旅游部宣布恢复

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

公民赴有关国家和地区（第三批）出境

团队旅游，三批名单上的目的地国家和

地区扩展至 138 个，这些目的地的旅游

热度随即上涨。“由于旅游规划、签证办

理等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出境游市场直

到暑期阶段才快速升温，我们预计出境

游市场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迎来客流

小高峰。”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

功说。

9 月 13 日，泰国宣布对中国游客实

施为期 5 个月的免签政策。去哪儿旅行

网大数据显示，该政策发布后，平台泰国

机票搜索量比上周同一时间上涨超七

成，泰国酒店搜索量环比上涨 1 倍。携程

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机票搜索热

度比 2019 年同期恢复近 100%，出境机票

的主要搜索目的地为泰国、韩国、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飞猪平台上，出境游产

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20 倍，出境游的距

离由“4 小时飞行圈”逐渐向外扩展，泰

国、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

亚等成为出境游热门国家，埃及、新西

兰 、越 南 、土 耳 其 、西 班 牙 等 国 家 增 速

最快。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小众目的地也

越来越受欢迎。携程平台上，以新西兰、

瑞士、埃及、阿联酋、土耳其为代表的小

众、长线旅游目的地脱颖而出，酒店搜索

热度较 2019 年同期提升显著。同程旅行

数据显示，地处中东的阿联酋和沙特等

相对小众的出境游目的地热度增长迅

速，截至 9 月 12 日，中秋国庆假期前往相

关地区的部分热门度假产品已经售罄。本版编辑 李 苑 李和风 美 编 倪梦婷

□ 本报记者 张 雪专利交叉许可好处多近日，华为和小米宣布达成全球专利交叉许

可协议，该协议覆盖了包括 5G 在内的通信技术。

这条消息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两家公司今年前些

时候不是还在专利互诉吗？这就牵手和好了？实

际上，专利互诉是公司博弈的正常手段，大部分专

利纠纷最终都会和解。

华为、小米握手言和，好处多多。

对华为而言，这份许可协议再次体现了行业

对华为在通信标准领域所作贡献的认可。

华为是 4G、5G、Wi-Fi 6 设备等领域标准必

要专利最大的持有企业之一，PCT 国际专利申请

量已连续五年位列全球第一。截至 2022 年底，华

为在全球持有有效授权专利超 12 万件。搭建起

这个巨大专利池的后盾，是华为的巨额研发投

入。华为近 10 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达 9773 亿元。

有投入也要有产出，才能实现良性发展。收取

合理的专利许可费，会带来正向反馈，进一步激励创

新，推动创新成果应用。目前，华为已累计签署近

200项双边许可协议，已有超过350家公司通过专利

池获得华为专利许可。2022 年，华为专利许可收

入为 5.6 亿美元。小米是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中的

佼佼者，市场占有率较高。这份许可协议，将让华

为进一步加强对未来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投入。

对小米而言，这份许可协议有助于小米以知

识产权推进技术普惠，让科技惠及更广泛人群。

性能跟得上，没明显短板，卖得还便宜。2010

年才成立的小米以定价亲民、善于推出爆款产品

而著称。近年来，小米持续加码投入研发，进步很

快。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 5G 标准必

要专利及标准提案研究报告（2023 年）》显示，我

国已有 5 家企业进入 5G 标准必要专利的全球十

强榜单，其中华为在全球排名第一位，而小米则以

高速增长的势头跻身全球第十位。

知识产权是技术合作的重要引擎，可以推动

技术进步，让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此次华为、小米

达成协议，意味着双方同意在全球范围内交叉使用彼此的专利技术，且互不

侵犯对方的知识产权。这样的合作有助于双方降低研发和生产成本，缩短

产品开发周期，加快创新速度，更有效地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并减少专利侵权

纠纷。

“交叉许可”是全球知识产权合作及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许

可协议将促进中国高科技企业建立更加健康的行业竞争生态。

智能手机涉及的技术和专利众多，每项功能背后都有相应的发明专利

支撑。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完全不依靠他人的技术，自己从头到尾独立制造

出一部智能手机。华为和小米都是中国本土成

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其“专利攻防战”以达成全

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作结，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事。这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

渐成熟，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娴熟地

与国际同行规则接轨，有能力构建长期可持续

的知识产权伙伴关系。

团结合作，才能互利共赢。期待更多企业

尊重市场规则、良性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

的产品和更丰富的选择。

近年来，广西以打造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业领域

的有机衔接重要门户为目标，全力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构建，抓好以东

盟 国 家 为 核 心 ， 并 向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国家、RCEP 成员国延伸的农业

对外交流合作，多措并举推动广西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总 额 602.41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1.5%；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353.38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35.05%。目前，广西已累计获得农业

农村部 6 个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基地认定；在 9 个国家持续建设和打

造 广 西 农 业 对 外 交 流 合 作 “ 两 区 两

站”28 个；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系

列活动平台正在加快深化和扩大国际

合作“朋友圈”。

农业对外投资初具规模。广西发

挥区位优势，立足产业发展，以农业

科技、种业技术合作为先导，通过培

育、引导广西优质农业企业赴境外投

资，先后在越南、柬埔寨、老挝、文

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毛里

塔尼亚等国家建设 9 个境外农业合作

示范区。在广西百色、凭祥、东兴、

永福等地建设 4 个农业对外开放合作

试验区，并以此为抓手，促进广西农

业企业抱团“走出去”。截至目前，广

西备 案 登 记 “ 走 出 去 ” 农 业 企 业 达

67 家，投资国别包括泰国、柬埔寨、

老挝、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投资内容

涉及粮食作物、果蔬、种业、渔业等

产业，覆盖生产、加工、科研、品牌

建设、仓储、物流等各个环节。

农 业 科 技 交 流 日 益 深 化 。 采 取

“援建+运营”模式，支持广西农业企

业 和 科 研 院 所 在 国 外 承 建 中 国 （广

西） —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已在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

亚 、 缅 甸 等 国 家 建 设 5 个 境 外 试 验

站，共输出试种蔬菜、水稻等优新品

种 750 多个。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超过

400 多万亩，为项目所在国培训农业技

术人员 1000 多人次。

稳 步 提 升 农 产 品 贸 易 额 。 组 建

“广西优质农产品对日本出口工作专

班”，有针对性地促进广西芒果、沃

柑、龙眼等优质农产品出口日本；梳

理形成“3 张清单”（广西出口 RCEP

零 关 税 优 势 商 品 清 单 、 广 西 进 口

RCEP 零关税优势商品清单、广西优

势产业货物贸易降税商品清单），持续

指导和支持农业企业建设广西农产品

出口示范基地 46 个，不断提升广西出

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在国外的品

牌竞争力。开展 《RCEP 对广西农业

的 影 响 和 对 策 建 议》 课 题 研 究 和

RCEP 规则下对广西农业产业损害预

警 监 测 ； 与 国 家 相 关 部 门 共 同 举 办

RCEP 政策宣讲会。今年上半年，广

西与 RCEP 成员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总 额 136.2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37.81%。其中，出口农产品 45.25 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8.81%；进口农产

品 90.95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49.72%。

不断促进高水平对外合作。今年

以来，已经多次组织政府和农业企业

代表团赴越南、柬埔寨、老挝、文莱

等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意大利等欧美

国家开展农业对接活动。促成农业投

资合作项目 4 个，投资总额超 28 亿元

人民币，共达成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合

作项目 6 个，签约贸易额约 92 亿元人

民币。

有序推进利用外资项目建设。完

成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贷款广西扶贫

示范项目竣工验收工作，项目被世界

银行专家团队评价为“高度满意”项

目。有力助推县 （市） 区域的经济发

展，充分发挥项目县 （市） 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作用。提前谋划，有序开展世界银行

贷 款 绿 色 农 业 和 乡 村 振 兴 项 目 （一

期）、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广西环境可持

续 乡 村 发 展 示 范 项 目 的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 联 合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完 成 终 期 考

察、综合评估、项目可研等工作。

畅通南宁渠道，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平台提档升级。多年来，连续承办

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中国—东

盟农业国际合作展、中国—东盟粮食

安全合作交流会。举办 2022 年乡村振

兴论坛·广西、中国 （广西） —东盟

现代种业发展大会、世界茉莉花大会

等农业系列活动，为广西农业开放合

作畅通南宁渠道，拓展对外平台。组

织农业企业赴上海、海南、云南等地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等系列

展会活动，不断深化农业对外经贸交

流合作。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

··广告广告

广西农业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

在 广 西

举办的第6届

中 国 — 东 盟

农 业 国 际 合

作展，现场销

售 农 产 品 超

300 万 元 人

民币，促成贸

易订单 2.2亿

元人民币，达

成 农 业 贸 易

合 作 意 向 项

目40多个，合

作金额超 10

亿元。

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

试验站在老挝建设的绿色水稻种植推广

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