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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小观小观

众掏出画笔众掏出画笔，，记录美好记录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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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佳大地艺术节开幕啦，麦浪滚滚，奇瓜异果，

还有非遗市集、摸鱼抓虾大赛，遛娃太棒了⋯⋯”河

南省许昌市市民李琳随手发的一个朋友圈，“炸”出

不少求分享的朋友。

李琳所说的度假好去处，是位于许昌市建安区

五女店镇的乐佳生活美学农场。在建安区，以短时

间、近距离为特点的“微度假”、特色文化游、户外运

动游成为市民游客的新选择。

建安区五女店镇的乐佳生活美学农场人气很

旺。尤其是非遗集市内，汇聚了 50 多个商家、非遗

手工艺人，不仅有美食、美酒等特色农产品，还有难

得一见的麦秸画、传统剪纸、社火制作等手工艺

品。这让亲子家庭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在乐佳农场，孩子玩得开心，大人也不会感到无

聊。农场内，随处可见的花圃、巨型“稻草人”主题艺

术展，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400 平方米的葫芦

博物馆集展销、研学于一体，游客不仅可以深入了解

葫芦文化，还能和三五好友一起参与有趣的 DIY 陶

艺活动，在创作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把 600 亩的场地划分为多个游玩板块，

集休闲观光、农耕体验、研学活动、拓展训练于一

体，老中青游客都能在这里享受悠闲惬意的度假时

光。”乐佳生活美学农场运营负责人王东方介绍。

“微度假”旅游消费市场持续火爆，选择到小众、

非典型目的地或城市周边特色小镇“微度假”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带动了周边民宿、露营等新兴旅游消费。

“从市区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民宿建得很有

特色，孩子们还能体验采摘和垂钓，还有难得一见的

崖沙燕，别有一番情趣。”许昌市区游客郑学田说。

走进刘王寨村，只见一片田园绿野、青林秀水，

碧波荡漾的河水里芦苇随风招展，鱼儿们在水中游

弋觅食。三五成群的游客有的带着孩子在沙滩边

游玩，有的沿着湖边平坦的赛道骑车漫步。刘王寨

村坐落在颍河北岸，近年来因崖沙燕声名鹊起。该

村利用荒院、废弃厂房打造“河谷营地”系列文化小

院，有杨树田宅、茶点荷塘、榆稼小院等各具特色的

民宿，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五一’期间，我们村接待了约 2000 名游客，

村里民宿都早早被预订了，没有空余。”榆林乡刘王

寨村党支部书记司姣妮说，不止“五一”假期，今年

以来的周末也基本都是满房，接待的基本都是本地

游客。“周末时间短，带孩子和老人当‘旅行特种兵’

太累了，年轻游客开始挖掘城市周边的景点，这对

我们来说，就是商机。”

“我家的老房子过去一直闲着，入股村经济

合作社后，老屋变成时尚民宿出租，每年家里增

收 1 万多元。”刘王寨村村民刘晓梅说。农场采摘、

民宿小院、湖边美景、太极养生⋯⋯刘王寨村成为

小有名气的“网红村”，2024 年，“微度假”旅游带动

村民增收 20 多万元。“下一步，我们打算把刘王寨

村打造成集休闲观光、旅游、采摘、餐饮、住宿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美丽乡村，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司姣妮说。

以露营、民宿、亲子户外等为主的“微度假”带火

的新消费能走多远？该如何挖掘这一新消费潜力？

今年“五一”假期，建安区推出“田园采摘·文化

探秘深度游”“文化古迹·春日休闲体验游”2 条特色

旅游路线，为游客安排 48 小时的“微度假”体验，全

面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走进

北海岸边的建安阁，2025 年“红色轻骑兵”文艺志愿

驻演、巡演活动带你重温红色历史；漫步世纪香菌

博园，听菌菇生产过程、品菌菇制品，开启农文旅融

合新体验；到遍布建安区的 800 余个家庭农场，体

验采摘乐趣⋯⋯“五一”期间，建安区接待游客约 40

万 人 次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约 4412.1 万 元 ，相 比 去 年

同期，接待客流量增长 105.6%，旅游综合收入增

长 105%。

建安区还通过各类推介会、展会等，主动对接

文旅融合业态团队，走出去、引进来，寻求“旅居康

养”“科普研学”等新业态发展。如将汉魏故城遗

址、华佗墓、张公祠等三国历史遗迹保护开放利用

作为重点，打造以三国文化为主的东部旅游线路，

将各具特色的旅游业态“串珠成链”编成精品线路，

奋力打响“大美建安”全域旅游品牌。

“我们将聚焦‘微度假’消费新需求，不断丰富

文旅产品新供给，着力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旅游

体验场景，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安区文广

旅局局长刘玉琴表示。

法国红酒、马来西亚巧克

力、尼泊尔手工艺品⋯⋯5 月

16 日至 20 日，第二届拉萨进

口商品展览会举行，西藏会展

中心 2 号馆变成了微型“地球

村”，吸引了来自欧洲、南亚、

东 盟 等 31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50 多家企业参展，琳琅满目

的展品共同绘就了一幅色彩

斑斓的万国集市画卷。

试 吃 、询 价 、选 购 ，进 口

水果展区人头攒动。越南火

龙果、新西兰猕猴桃、泰国榴

莲 ⋯⋯奇妙集市的展位宛如

一 个 小 型 进 口 水 果 博 览 园 。

“展会期间，累计销售额达 51

万元。越南火龙果销量最佳，

累 计 售 出 1470 斤 ，泰 国 金 枕

榴莲同样被抢购一空。”西藏

奇妙人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佩琳说：“相较于价格，顾

客更注重产地和新鲜度。通

过展会，我们也深入了解了拉

萨消费者对进口水果的偏好

与需求。”

展会成了消费升级的显

微镜。“这新西兰的猕猴桃不

便宜，但儿媳妇说猕猴桃富含

维生素 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

营养元素，让我们老两口和小

孙子多吃。”拉萨市民拉巴卓

玛展示着手中刚买的新西兰猕猴桃说。

展会之外，奇妙人生科技有限公司的

实体店也在紧锣密鼓地装修。郭佩琳告诉

记者：“拉萨进口水果市场消费潜力大，我

们实体店将主打精品水果，借助当日达、次

日达的服务确保果品的新鲜品质。”

借助展会平台展示自家产品的高品

质，积极开拓西藏市场，已成为众多参展商

的普遍共识。

进口酒水展区，法国红酒展位吸引众

多品鉴者驻足。来自法国的酒商杰夫瑞虽

是第一次来西藏参展，但在这里已有不少

老顾客。“西藏的红酒市场比我想象中要

大 。 一 落 地 拉 萨 ，就 有 老 顾 客 找 我 谈 合

作。”杰夫瑞说。

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的

羊绒衫、羊绒围巾、羊皮包等

商 品 ，赢 得 了 广 大 消 费 者 的

青 睐 ，展 销 商 万 泰 信 合（蒙

古）集 团 的 展 位 吸 引 了 不 少

顾客挑选购买。销售负责人

吕品说：“去年我们也参加了

展览会，现场销售额达 40 多

万元，后续还获得了 300 多万

元 的 西 藏 订 单 。 今 年 ，除 了

众 多 老 顾 客 的 支 持 ，我 们 还

结 识 了 许 多 新 朋 友 ，展 会 已

成为我们推广新产品以及与

西藏代理商沟通交流的重要

平台。”

展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周

梓 凡 说 ，此 次 展 会 展 出 面 积

8000 平 方 米 ，展 出 品 类 超

1500 个，展品数量多达 1 万多

款，涵盖日用消费品、食品饮

料 、工 艺 品 、家 居 用 品 、珠 宝

等 众 多 领 域 ，充 分 满 足 市 民

“一站购全球”需求。展会开

幕 首 日 ，销 售 额 就 达 到 了

2000 万元。短短 5 天的展会，

客流量超 20 万人次，现场销

售 额 达 1.36 亿 元 ，比 去 年 展

会增长 29.5%。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还设

置了“拉萨好物”和“拉萨进出

口企业”专区，展示藏香、牦牛绒制品、青稞

制品等西藏特色产品，助力“拉萨好物”走

向全球。拉萨市副市长陆文忠表示，本届

展会聚焦消费新场景，旨在充分发挥拉萨

独特的区位优势，持续深化与南亚、中亚、

中东欧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

作，展现拉萨“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新

姿态。

“买全球、卖全球”愿景的实现，还得益

于平台与通道建设的持续深化。近年来，

拉萨综合保税区、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拉萨南亚电商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相继落地，为进口商品从短期展会

转向常态化流通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大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提振

消费，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课题。就提振居民消

费而言，“投资于人”可以通过

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提升人力资本等渠道，提

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

境、激发消费意愿，从而构建以

人为本的消费新生态。

消费能力是居民消费的基

础。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

水平，尤其是可支配收入的增

长。“投资于人”可以通过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

能力。一方面，推动完善劳动

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劳

动者工资随经济发展和企业效

益提升而合理增长；另一方面，

通过发放消费补贴、现金补贴、

减税降费等形式，提高居民的

可支配收入。同时，在稳定住

房等资产价格的同时，为居民

提供更多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

会，通过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源，

持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消费环境是居民消费的重

要保障。消费环境的优化能够

增强居民“敢消费”的底气。“投

资于人”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养老

保障方面，加快完善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特别是增

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机制；医

疗保障方面，进一步强化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推动生育保险

全覆盖、全面推开长期护理保

险；教育领域，增加普惠托育服

务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

育，减轻家庭教育负担，释放居

民消费潜力。

消费意愿反映居民消费需

求。消费升级时代，个性化、品

质化消费需求日益凸显，“投资

于人”成为激发消费意愿、满足

消费需求的关键路径。“投资于

人”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释放劳

动者的创新活力与生产效能，催生了电商直播、谷子经济

等消费新模式，显著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例如，电商

直播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直观、互动性强的购物体验，同

时也为商家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促进了消费市场的繁

荣。这种创新模式的背后，正是“投资于人”在发挥关键

作用。数字技能培训，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不仅

增强了其就业能力，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需要强调的是，“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二者并非

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大型基建项目、

技术升级以及设备换代等传统“投资于物”的方式，本质

上也是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最终落脚点是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当前经济结构调

整和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投资于人”是对人的投资，也是

对未来的投资。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催生新兴消费业态，“投资于人”不仅能激发消费活

力，还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从这个角度上说，“投

资于人”不仅是提振消费的需要，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必然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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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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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端午”相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

喜欢。在消费持续升级背景下，传统与潮流

碰撞、科技与童趣相融。市场上有哪些新亮

点？儿童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如何更好保

障消费者权益？就此，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产品场景更加多元

“小朋友”有“大市场”。在刚刚闭幕的第

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上，动画片主角猪猪侠走出屏幕，化身“猪

猪侠 AI 毛绒”，能说会唱，还会根据用户的情

绪和性格提供个性化互动体验；熊出没 IP 再

现新品，熊大和熊二的毛绒花和水果毛绒形

象清新又可爱⋯⋯多款热门 IP 新品，展现儿

童消费市场活力。

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增长。

据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2025 年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统计，

2024 年，国内市场玩具（不含潮玩）零售总额

为 97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潮流和收藏

玩具零售总额为 465.7 亿元，潮流和收藏玩具

及周边产品零售总额为 558.3 亿元。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提高、育儿理念

转变和科技进步推动，儿童消费从基础生存

消费向体验型、发展型消费升级，呈现出多元

化 、升 级 化 、互 动 化 、社 交 化 和 智 慧 化 等 特

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瑾

认为，其中，在线教育、智能工具、AI 伴读、VR

教育等不断渗透家庭和校园，提升儿童学习

的趣味性与互动性。新生代父母依赖第三方

测评、专家推荐和社交平台口碑，在购买前进

行全面信息比对，追求产品的品质、性价比与

服务保障。

在 儿 童 消 费 市 场 ，体 验 式 消 费 明 显 增

长。“什么值得买”电商营销负责人张宇昂分

析，一方面，主打高质量陪伴的“沉浸式遛娃”

方式成为年轻父母的首选，融合游乐、教育、

互动等多元体验的新型儿童乐园、亲子农场、

户外研学等项目受到青睐；另一方面，近年

来，亲子旅行市场活跃，一些适合亲子游玩的

目的地、主题公园、酒店等受到热捧。

科技元素增强体验

一根头发的直径怎样测量？在-110℃的

环境中“冻”一分钟是什么感觉？近日，中国

科学院第 21 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如期举办，吸

引了不少家长和孩子打卡参与。

“科学太神奇了！”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

宋明辉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在中国科学院

力学所体验完趣味射箭、羽毛球制作、单车发

电等游戏，还顺便买了几本科普绘本。“激发

孩子的科学梦想，比买玩具更有意义。”宋明

辉的妈妈告诉记者，今年孩子上小学三年级，

她为孩子购买的科普类读物已有四五十本。

相关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来，少儿科普

百科超越儿童文学，成为

我 国 少 儿 图 书 市 场 的 最

大 品 类 。 2022 年 和 2023

年，少儿科普百科图书每

年的动销品种数已超过

6 万种。

“近年来科普类童书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我们出版

的多本科普童书，表现均超预

期。”以《DK 博物大百科》为例，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青

少一分社编辑林然告诉记者，该书

自 2018 年上市以来，迄今销量已超

过 200 万册。

从沉浸式的科技馆体验到能亲手操作的

实验套装，再到寓教于乐的科普节目、科普旅

行，如今，各式各样的科普消费正受到越来越

多家长的青睐，并逐渐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

长点。

教育、健康与科技一起，正成为儿童消费

市场的“新三样”。

孙瑾认为，传统学科类教育逐步让位于

研学游、文艺鉴赏、少儿编程等更具互动性和

成长价值的体验型项目，寓教于乐成为家庭

消费的核心理念，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全面发

展和未来竞争力。

“高科技产品受到家长们的追捧，家长倾

向通过科技产品辅助学习和安全监护。比如

儿童智能手表、智能学习机等商品品类在消

费市场都表现不俗。”张宇昂说。

白皮书显示，除产品安全性和价格外，教

育性依然是受访消费者购买玩具的首要考虑

因素，占比为 27.7%，IP 授权形象排名第二，占

比为 23.3%；直播平台是受访消费者购买玩具

占比增幅最大渠道。

健康与运动产品受到消费者关注。“从体

能训练、视力保护再到营养管理等，家长们全

方位关注儿童身心发育，健康消费升级，在一

定程度上也推动相关服务和产品的细分化、

专业化发展。”孙瑾说。

“人工智能+”服务业态增多，科技元素增

强服务体验。随着大数据、AI 技术的应用和

家庭教育观念转变，儿童消费从“大众化供

给”转向“精准化匹配”。孙瑾说，儿童消费强

调深入了解并尊重儿童的需求，例如商家依

据不同年龄段的目标儿童推出不同类型的儿

童绘本；同时，也更强调家庭成员的深度参与

和情感联结，例如亲子共读、亲子手工互动等

亲子共创消费的兴起。

打造健康消费环境

近年来，儿童兴趣班倒闭或“跑路”的消

息，让不少消费者烦心。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姜洁分

析，这类纠纷主要涉及经营者未按照合同约

定提供服务，属于典型的合同违约纠纷。兴

趣班通常会招收众多学生，一旦跑路，往往会

涉及多个家庭的利益，形成群体性纠纷，权益

保护难度大。

“查人不易，找店更难，有的经营者可能

会 采 取 转 移 资 金 、注 销 公 司 等 方 式 逃 避 责

任，导致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姜洁

分析，一些家长在缴费时可能没有签订正式

合同，或者合同条款不明确，也增加了维权

的难度。

为 打 造 儿 童 友 好 型 消 费 环 境 ，姜 洁 认

为，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加强对儿童消费市场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依法处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

对家长和儿童的消费教育，提高其维权意识

和能力。

“对于儿童消费需求，需多方协同促进消

费提质升级。”孙瑾认为，首先，完善标准与监

管机制，通过建立分级认证标准、加强产品检

测、推广家长参与的“消费体验官”机制，形成

“生产—流通—服务”全链条质量管控，保障

儿童消费安全。其次，推动业态融合与消费

场景创新，打通“教育+文旅”“数字+阅读”

“绿色+体育”“国潮+个性化”等多元场景，推

动消费体验融合创新。最后，充分利用数字

技术，依托 AI 算法构建智能匹配系统，发展

线上营养咨询、在线课堂，突破时空限制，打

造沉浸式互动基础设施，建设儿童友好型文

化空间或者开发跨代际 IP 产品，促进寓教于

乐和亲子互动。

“企业作为供给侧主力，应深入洞察家庭

与儿童多样化需求，提升产品的细分化、安全

性与环保性，积极利用数字化营销和社群分

析用户需求。”孙瑾认为，政府部门则需在政

策层面加大对绿色、智能、文化类儿童产品和

服务的支持力度，例如设立儿童消费券，推动

跨部门协作，探索优化中小学假期，促进亲子

消费场景扩容。家长个人也应发挥作用，通

过社交媒体提升科学育儿意识，形成健康理

性的儿童消费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