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 春节的消费调查
报告(优质11篇)

辞职报告还可以帮助雇主和同事理解离职的原因和动机。这
里是一些优秀竞聘报告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一

从滨州旅发委获悉，据统计调查测算，“春节”假日期间，
滨州共接待游客2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4.12%，实现旅游消
费1.41亿元，同比增长17.81%。

春节黄金周期间，滨州天气总体良好，旅游市场火爆，接待
人数和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据统计调查测算，20“春节”假日期间，滨州市共接待游
客2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4.12%，实现旅游消费1.41亿元，
同比增长17.81%。

全市各星级宾馆、酒店保持较高入住率，青藤源大酒店、大
学饭店等客房出租率达到90%以上。纳入统计范围的旅行社接
待经营情况也保持平稳上涨。

旅游消费畅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市内新开业的万达广场、
全福元、新世纪影城等商家利用假期推出一系列优惠促销活
动，消费火爆，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

假日期间，各县区、各重点旅游景区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民
俗主题活动。

滨州经济开发区狮子刘庙会、惠民玉皇庙春节庙会、武定府
衙文化主体庙会及首届民俗灯会给全市游客带来了春节民俗
文化盛宴，滨城区杜受田故居推出莘莘学子“拜帝师，中状



元”祈福活动，惠民县魏氏庄园推出了“庄园民俗风”等主
题活动，孙子兵法城景区在孙武塑像前举行开城迎宾鼓仪式，
表演孙武出征鼓、欢庆鼓等锣鼓喧天，喜迎八方来客。

邹平鹤伴山旅游景区举办“迎接第一缕曙光·登鹤伴山祈
福”活动。魏集古村落景区游客如织、人气爆棚，抛绣球，
找幸福;魔术表演、皮影戏、说书、吕剧、快板、中华琴书等
各类民俗表演使游客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阳信县10个乡镇
办村庄开展迎新春戏下乡活动，演出的.杂技、曲艺、相声、
小品异彩纷呈、欢天喜地。

市区各旅行社纷纷推出春节特色旅游线路，带领广大游客过
个特别的新年。滨城区贵苑大酒店推出“好客山东贺年会，
真情贵苑过大年”活动、邹平县贺年游、贺年宴、贺年礼、
贺年乐等五大产品活动多种多样。

阳信县书画爱好者在县城举办写春联、送祝福活动，给市民
带来原汁原味的节庆气氛。金阳万亩梨园、水落坡民俗文化
旅游区吸引了大量来自滨州、淄博、济南、东营、德州、潍
坊等地的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按照省旅发委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市旅发委
及各县区旅游部门周密部署假日旅游各项工作，落实责任、
强化措施，发挥重大节庆活动的带动效应，全力展现滨州旅
游新形象，确保了整个假日旅游活动的平安有序。

各级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坚持24小时值班。截止
目前，全市旅游秩序良好，受理旅游投诉1起，已妥善处理。
全市无重大旅游投诉，未发生旅游安全事故。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二

从各方面统计和估算的数字分析，广东人过春节花钱越来越
大方。在广州一大学做教师的小彭称，因为供了一套房，加



上孩子上学，所以一家人春节花费还是比较节省，但即便如
此，置办年货加上亲戚、朋友、同学人情走动，还是花
去7000元。在白领阶层中，小彭的钱花得还不算多。今年天
冷，又为逛商场多吃多穿多花费再添一把火，几乎所有的消
费场所全面火爆，春节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消费时段。

广州市的天贸南大、广百集团等百货公司，今年春节期间投
放市场的商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而销售增幅也同
样超过20%。其中，广百初一至初七销售额达3365万元，增幅
达45.5%，这说明虽然供应量大了，但需求量也在增大。而友
谊百货1月前28天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0%，王府井这28
天的销售额已达到去年一二月的销售总和，相当于去年全年
销售额的1/3。省经贸委市场流通处罗房枢说，今年春节来得
早，从元旦开始市场已开始启动。在前后持续约一个月的春
节消费月里，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全年月平均零售
总额上涨约30%，达到600亿元。分摊到全省近8000万常驻人
口粗略估算，意味着平均每人花费近800元。这还是一个较保
守的测算数字。

横看竖看春节地位有变

消费虽然依然火爆，但年味似乎并不是用金钱能买得到的。

说到年味，人们的眼前常常会浮现这样经典的传统图景：风
雪夜归，阖家团圆，围炉夜，守岁至明，开门三声爆仗。新
年游，看花市，百戏竞阵，货郎蚁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
的简单图景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商学系主任杨建华认为，花钱
更多，但品味年味更难的原因很多：

其一，将春节的过去与现在纵向相比，过去过年是人们一年
消费的集中体现，虽然现在仍是这样，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过年消费远没有过去那么高度集中。如果划曲线图，



过去的曲线更陡峭，现在则平缓得多。

其二，将春节放在全年中横向来看，过去的文化较为传统单
一，春节地位高企，现在东方西方文化交流，古代现代文化
荟集，一年大小节日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冲击了春节的传统
地位，使得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那么神圣化。特别是
年轻消费者，传统观念更是淡薄。

一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该买的总是要买!和其它日子一样，
春节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花钱的理由而已。”

逐日冲淡年味。

当然，过年办年货，全家老少买新鞋新衣等传统消费需求仍
然存在，且还在增长。以广州酒家集团为例，其年宵品市场
投放量比去年增加了50%，仍是供不应求;传统年货一条街也
是各商场、超市的保留“节目”。但是年货制作的社会化、
商品化，包括吃年夜饭的酒店化，极大地冲淡了传统年味。
或者说，这过年味“不地道”了。

虽然如此，“年”的“旧瓶”中更添进了许多“新酒”，别
样的消费更是冲淡了传统的年味。譬如短信拜年使拜年这一
大过年的重头戏大大简单化，仅广州移动除夕一天的短信发
送量就达3500万条以上。拜年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已经淡化为
一种形式。

大量市民的出游计划使得广州传统年节市场上部分消费者缺
席，不少人已不再坚持“风雪夜归，一家团圆”。广州市假
日办的调查显示，在1960位被访者中，春节黄金周期间有意
出外旅游的比重为57.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个百分点。根
据测算，出游者人均花费552.9元，预计全市居民旅游总花
费21.6亿元。同时，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以及节前掀起
的一股购车热潮，今年春节不少市民自己开车回家过年，而
选择自驾车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自驾游已成为一种过年时尚。



春节而拉动的像家电、家具、楼房、靓车、旅游等部分消费
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因此传统型消费虽然也有所增长，但
相比之下，其“光芒”就变得十分微弱了。

[]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三

春节时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凝
结在每个中国人得情节中。即使是洋节如此泛滥的今天却也
没有哪个节日可以取代春节在每个华人心中的无上地位，没
有哪一个节日有如此的魅力，可以像春节这样隆重，这样深
入人心。即使远渡重洋的游子也会在春节这天通过各种途径
向家人和祖国送去心中最美好的祝福。

春节就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也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必须举办各
种活动当众欢庆。这些活动均以祭拜神佛、悼念祖先、除旧
布新、迎禧接福、保佑丰年为主要内容。随着世界的变化，
春节也悄然出现了变化，曾经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春节
习俗，也因为时代的制约同我们渐渐打响了距离。但无可否
认，这些今天认为有些相左常理的民俗，都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国春节，通常从祭灶拉开序幕的。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
所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存有所谓官
三民四船家五的观点，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通常民
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举办祭灶。祭灶，就
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非常大、流传甚广的习俗。旧时，差
不多家家灶间都建有灶王爷神位。人们表示这尊神为司命菩
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就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
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做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崇拜。
灶王龛大都设于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可供上灶王爷的神
像。没灶王龛的人家，也存有将神像轻易张贴在墙上的。有
的神像只图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存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
作灶王奶奶。这大概就是恶搞人间夫妇的形象。灶王爷像是



上大都还印上这一年的日历，上奏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
家之主等文字，以说明灶神的地位。两旁张贴上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祈求全家老小的奈良。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每年从农
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
日，也叫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
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按民
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
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
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
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
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
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除夕就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春节(正月
初一)首尾相连。除夕中的除字就是回去；极易；交错的意思，
除夕的意思就是月愁岁天下，人们都必须除旧部崭新，存有
旧岁至此而除，去年科刺皮新岁的意思，就是农历全年最后
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都紧紧围绕着除旧部崭新，消
灾祈福为中心。这一天必须贴门神、贴春联、贴福字、张贴
年画、守岁年、过节、放爆竹给压岁钱。过年都存有贴门神
春联的风俗。最初的门神就是镌刻桃木为人形摆在门旁，后
来就是图画变成门神人像是张贴于门。春联原题写在桃木板
上，后来重写在大红纸上，存有吉祥驱邪的意思，但开缺必
须用白绿黄三色。贴福字、贴窗花、张贴年画都具备祈福、
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就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在
除夕存有守岁的习惯，从喝年夜饭已经开始，这一顿饭必须
慢慢地喝，一直喝至深夜，而饺子则就是饭桌上必不可少的，
民间存有美味不过饺子的俗语，在三十晚上12点以前纸盒不
好，至半夜子时喝。当新年钟声奏响时，整个中华小地上爆
竹声震响天宇。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四

从各方面统计和估算的数字分析，广东人过春节花钱越来越
大方。在广州一大学做教师的`小彭称，因为供了一套房，加
上孩子上学，所以一家人春节花费还是比较节省，但即便如
此，置办年货加上亲戚、朋友、同学人情走动，还是花
去7000元。在白领阶层中，小彭的钱花得还不算多。今年天
冷，又为逛商场多吃多穿多花费再添一把火，几乎所有的消
费场所全面火爆，春节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消费时段。

广州市的天贸南大、广百集团等百货公司，今年春节期间投
放市场的商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而销售增幅也
同样超过20％。其中，广百初一至初七销售额达3365万元，
增幅达45．5％，这说明虽然供应量大了，但需求量也在增大。
而友谊百货1月前28天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0％，王府井
这28天的销售额已达到去年一二月的销售总和，相当于去年
全年销售额的1／3。省经贸委市场流通处罗房枢说，今年春
节来得早，从元旦开始市场已开始启动。在前后持续约一个
月的春节消费月里，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全年月平
均零售总额上涨约30％，达到600亿元。分摊到全省近8000万
常驻人口粗略估算，意味着平均每人花费近800元。这还是一
个较保守的测算数字。

横看竖看春节地位有变消费虽然依然火爆，但年味似乎并不
是用金钱能买得到的。

说到年味，人们的眼前常常会浮现这样经典的传统图景：风
雪夜归，阖家团圆，围炉夜，守岁至明，开门三声爆仗。新
年游，看花市，百戏竞阵，货郎蚁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
的简单图景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商学系主任杨建华认为，花钱
更多，但品味年味更难的原因很多：



其一，将春节的过去与现在纵向相比，过去过年是人们一年
消费的集中体现，虽然现在仍是这样，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过年消费远没有过去那么高度集中。如果划曲线图，
过去的曲线更陡峭，现在则平缓得多。

其二，将春节放在全年中横向来看，过去的文化较为传统单
一，春节地位高企，现在东方西方文化交流，古代现代文化
荟集，一年大小节日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冲击了春节的传统
地位，使得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那么神圣化。特别是
年轻消费者，传统观念更是淡薄。

一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该买的总是要买！和其它日子一
样，春节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花钱的理由而已。”

大人小孩不用等到新年就能换上新衣裳，餐桌天天都能摆上
以前过年才能吃到的美食，小时候盼望能打打牙祭的“年”
也就极大地失去了它的意味，没有人再炫耀自己的新衣新鞋，
因此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年”有什么特别。别样消费冲淡
年味剪窗花、放鞭炮、拜祖宗天地等许多传统过年习俗，现
在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和标签。在新兴消费观念的支撑下，
日益兴起的别样消费正在逐日冲淡年味。

当然，过年办年货，全家老少买新鞋新衣等传统消费需求仍
然存在，且还在增长。以广州酒家集团为例，其年宵品市场
投放量比去年增加了50％，仍是供不应求；传统年货一条街
也是各商场、超市的保留“节目”。但是年货制作的社会化、
商品化，包括吃年夜饭的酒店化，极大地冲淡了传统年味。
或者说，这过年味“不地道”了。

虽然如此，“年”的“旧瓶”中更添进了许多“新酒”，别
样的消费更是冲淡了传统的年味。譬如短信拜年使拜年这一
大过年的重头戏大大简单化，仅广州移动除夕一天的短信发
送量就达3500万条以上。拜年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已经淡化为
一种形式。



大量市民的出游计划使得广州传统年节市场上部分消费者缺
席，不少人已不再坚持“风雪夜归，一家团圆”。广州市假
日办的调查显示，在1960位被访者中，春节黄金周期间有意
出外旅游的比重为57．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个百分点。
根据测算，出游者人均花费552．9元，预计全市居民旅游总
花费21．6亿元。同时，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以及节前掀
起的一股购车热潮，今年春节不少市民自己开车回家过年，
而选择自驾车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自驾游已成为一种过年时
尚。

传统的“年味”还转移到了车市、楼市。除夕日，在汽车市
场仍可以见到不少！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五

今年的春节七天乐是否依然是人之所至，蓬荜生辉?不同年龄
段的消费方式又有哪些不同呢?我见过许多农民工朋友，他们
常常说：“这一年的辛劳赚来的钱，就是为了能够好好过一
个大年。”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年中花钱最多的一次节庆，
堪称中国最“贵”的一个节日。这个寒假，我利用了三天的
时间对泉州市区的市民做了一个随机调查，以了解人们的春
节消费观。

消费对象在哪里?

在调查中，大人们的消费投向可谓五花八门，各种方式都在
选择之列。不过，送礼以微弱优势拔得头筹。其次是餐饮，
再次是添置新装，接下来还有文娱活动、压岁钱、购置日用
品、旅游等。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春节期间的消费热点。

人情消费为新贵



亲戚朋友互相拜年，自然少不了送礼。在消费需求逐年攀高
的当下，在社会关系愈加错综复杂的当下，送礼已经成了过
年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在我的调查中甚至成了多数人春节开
销中的领头羊。据我对圣湖小区一些居民的随机调查，过年
的人情消费最多超过五千元，最少的也有近千元，这其中包
括给亲朋好友的礼品、礼金、礼券，给晚辈们的压岁钱等。
一位小区住户苏先生说，过年是一年一度的，亲戚朋友之间
的拜年是不能忽略的，总不能空着手去，现在的人品位是越
来越高了，送低档的东西也越来越显得寒酸，拿不出手，光
给每个孩子的压岁钱就至少要两百块。春节期间光送礼的开
销就有三千来块了。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六

20xx年春节将至，在这个传统而又重大的节日里，喜爱热闹、
喜庆的家乡人民会选取怎样的方式“过大年”呢?他们的年夜
饭会在哪里吃?哪些消费领域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今年
的“黄金周”是否依然金光灿烂?孩子们的消费方式又有哪些
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一年的辛劳赚来的钱，正是为了欢渡
春节。”因此也就是说，这是一年中花钱最多的一次节庆。
于是，趁势我就春节消费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在调查中，大人们的消费投向可谓五花八门，各种方式都在
选取之列。但是，购置衣服以微弱票数胜出。其次是餐饮，
再次是送礼，接下来还有文化娱乐、压岁钱、购置日用品、
旅游等。

春节期间购物往往是一些女士在节日期间的首选。在一家公
司上班表姐告诉我，她们这些职业女性正因工作关联平常难
得凑在一块，刚好利用休假时光快快乐乐地逛街购物。据了
解，有表姐这样想法的大有人在。一些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
平常都是没有充足的时刻逛街购物，春节的休假正好能够弥
补。一位平常只在家围着老公、孩子干家务的阿姨说，“往
常在家里就是围着灶台、洗衣机转，根本没有自己的时刻。



此刻他们都休假了，我也要放松放松，买几件称心的衣服好
好地打扮打扮自己。”另外，给爱人、孩子添置新衣，也是
春节女士们不可缺少的“工作”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春节活动基本上围绕吃进行。家乡人春节期
间在食品方面到底要花多少钱呢?世纪联华的一位收银员告诉
我，大概在节前20多天，超市就进入销售高峰，顾客一次购
物花费大多在200元至600元之间，有不少还上了千元，卖出
去的东西绝大部分是食品。“有一次，一个五口之家买
了1000多元的食品，装了好几辆手推车，他们的孩子还吵着
说不够呢。”收银员笑着说。

在购买食品方面，我了解到，有以下几种食品几乎成为了家
家必备的。有各类小食品、糖果、瓜子、饮料、葡萄酒。但
是除了葡萄酒所占花销较大，约到达六七十元外，其余各项
基本在三四十元左右。

餐饮消费也是家乡人民春节的一大消费支出之一。对多数人
来说，春节期间走亲串友是常情，既然是走亲访友那就免不
了吃吃喝喝，我从家附近的一些酒楼了解到，今年春节从三
十到正月初五的酒席早20天前甚至更早就被预定一空。一家
酒店的大堂经理告诉我，在他们这预定酒席的平均消费大多
为六七百元，有些还超过千元。“民以食为天嘛，何况还是
过节呢。”

在酒店消费的市民大多是图个方便，不愿亲自下厨，但也有
不少人为追求家庭气氛，在家里设宴招待亲友的。家住红星
小区的王先生说，“大过年的，亲朋好友聚在一齐不就是图
个开心嘛，犯不着上酒店花那冤枉钱。”

亲戚朋友互相拜年，自然少不了送礼。如今，送礼已经成了
过年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有的家庭甚至超过了吃的支出。我
对运河小区的一些居民进行了随机调查，过年的人情消费最
多超过5000元，最少的也有近千元，这其中包括给亲朋好友



的礼品、礼金，给孩子的压岁钱等。

一位吴先生说，一年只过一次年，亲戚朋友间总要是要走动
一下的，又不能空着手去，此刻的人品位高了，送低档的东
西显得寒酸，给每个孩子的压岁钱就不能少于200元。粗粗算
一下，春节期间送礼的钱就到达20xx多元。

其实，春节人情消费的增加只是一个缩影，不仅仅是春节，
就是平时，人情类的消费也占了人们消费中的很大一部分，
成为一项很主要的消费。

随着家乡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情消费也
在不断上档升级，礼金数额水涨船高。人情类消费的增加也
成很多人的沉重负担。一位去年春节期间人情类消费到
达3000多元的李先生无奈地对我说：“人情费超过了小孩学
费，应对众多的人情费，我真的有点捉襟见肘。”

从调查中能够看到，人们习惯将白酒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
品，选取白酒送礼的家庭比率达69%，平均送礼金额中也是白
酒最高到达143。94元。

近年来，春节游一向很火爆。我在市里的一些旅行社了解到，
一些旅游线路基本排满。在春秋旅行社报表上，大年初一和
初二的海南游已“满座”，而前来咨询的市民仍是络绎不绝。

“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外出旅游的人还会多些呢。”一旅行
社工作人员告诉我。对于很多人来说，春节是个团圆的的日
子，也是游玩的日子，一位熊先说：“我挺喜爱旅游的，但
不知道春节期间天气怎样，如果天气不是很坏，带着亲戚朋
友一齐自驾游也是件快乐的事。”

调查显示，在旅游形式上，57%的人选取随团出游，43%的人
选取自助旅游。在地点上，广东、厦门、深圳、云南等气候
宜人的南方和气候相对寒冷的北方城市(如哈尔滨、长春等)



最受欢迎。在境外游方面，香港仍是许多人的首选。

相对于“五一”、“十一”、元旦等节假日，调查显示春节
是最深人关注的节日。在被采访者中，83%的人认为，在所有
节日中，春节是最重要的，也是务必要过的一个节日。53%的
被采访者表示要在家度过春节，16%的被采访者表示要以旅游
的方式度过春节，27%的被采访者表示要以走亲访友的方式度
过春节，有4%的被采访者称，他们会以知识充电或健身的方
式度过春节。

关于今年的年夜饭，62%的被采访者表示要在家里吃，38%的
被采访者表示会选取近几年流行的方式，在酒店里享受店家
推出的年夜大餐。在饭店里吃年夜饭，48%的消费者预计消费
在1000元以下，21%的消费者预计消费在1000~20xx元，13%
的消费者预计消费20xx~3000元，有8%的消费者称，他们的
预计消费在3000~5000元，有10%的消费者打算在年夜饭这一
项上花费5000元以上。

我在我市一些三星级大酒店了解到，酒店推出的1666
元、2888元的年夜饭在除夕之前约十天就被订购一空，且比
去年预定量要多出10%。而“豪华级”的6666元、8888元年夜
饭的预定量较比前几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了人们在生活水平
提高，消费观念改变的同时，已经初步养成了节约的习惯，
不再刻意追求“天价”带来的那份虚荣，而是选取过一个富
裕而不浪费的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而如今那浓浓的年味似乎越来越
淡。在对待春节的态度上，有63%的人认为此刻春节年味太淡，
缺少传统文化，期望能过一个传统型的春节，16%的人认为此
刻的春节简单简单，比传统春节要好，据我了解，这么认为
的大多数位年轻人，另有21%被采访者认为此刻的春节和“五
一”“十一”长假没有什么两样。

我市今年举行的“运河之都”文化庙会，集民俗风貌、文化



演出、传统小吃、特色饰物于一体，成为百姓过年消费的一
大去处，也是今年市民欢度春节的方式之一。在庙会上我了
解到，百姓对这种过年的方式十分满意，认为这种在城市里
少见的庙会不仅仅让人了解到本地的传统文化，还使这个春
节变得年味浓浓，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让他们真正了
解春节传统的渠道。在城市里举行庙会，不仅仅拉进了城乡
间的距离，更为市民带给了消费好去处，也给更多的商家带
来商机。

69%的被访者表示春节送礼会选取白酒，27%的被访者表示会
选取一些保健品送亲友，极少数被访者表示会选取其他有好
处或对方真正需要的礼品。由此能够看出，春节送礼还是停
留在送传统礼品上，并没有深入实际的思考。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的压岁钱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交到孩子手里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我在家附近的
第八中学对初中学生作了调查。调查发现，近八成中学生的
压岁钱在800元左右，超过1000元的和低于500元的在少数，
极少数的学生压岁钱在1500元左右。他们的压岁钱主要用于
以下几个方面：用压岁钱上网，买游戏卡，为自己添置新衣
服及饰物，买平时就喜爱的图书，购买高档文具，请同学一
齐去吃肯德基、德克士等洋快餐。

调查中，很少有学生提出会把压岁钱捐给期望工程或贫困家
庭，但经我提醒，有不少学生表示会思考这么做。由此能够
看出，家长对学生平时的教育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欠缺。

透过此次社会实践的调查，对于人们春节期间的消费状况有
了比较细致的了解，从这些数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人民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这反应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同时，这次调查也折
射出一些市民的缺点，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但是
作为市民我们也有职责需要提高自己自身的素质，同社会一
齐进步。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七

刚刚过去的20xx年春节黄金周，全国旅游消费规模再创新高。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xx年春节黄金周全国共接
待游客3.44亿人次，同比增长13.8%。那么，这个春节黄金周
的旅游消费有哪些变化？居民旅游消费行为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规律？同程旅游发布的《20xx春节黄金周旅游消费调查报告》
(下称《报告》)回答了这些问题。

“长假长线游”，春节黄金周长线游占比64.7%《报告》数据
显示，20xx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出游的受访者中，51.4%选择了
国内长线游，35.3%选择了周边游，12.3%选择了出境游。总
体上，长线游(国内长线游、出境游、邮轮旅游)占比64.7%，
符合“长假长线游”的一般需求规律。

居民春节黄金周出游目的地选择方面，国内游呈现出明显
的“南下避寒，北上玩雪”需求规律，哈尔滨等传统冰雪游
胜地集中了半数以上的北上玩雪客流，而厦门、三亚、桂林、
丽江、昆明、大理等地处华南、西南地区的目的地则是北方
游客南下避寒的首选目的地。

春节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和往年一样主要集中在周边的日本、
韩国、泰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合并占比50.5%，法、瑞、意、
美、加等长线目的地占比23.8%，巴厘岛、长滩岛、马尔代夫
等热门海岛占比11.8%。值得注意的是，极地旅游也占到
了1.1%的比例，表明居民春节出境游的消费层次和品质在提
升。同程邮轮春节期间的南极邮轮航次需求强劲，早在出发
前一个月即被抢订一空。

春节黄金周期间居民周边游主题主要集中在乡村游、温泉、
主题公园、逛庙会、滑雪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春节
的一些传统习俗在城市逐渐淡化或消失，因此，到乡村追寻
传统“年味儿”成为春节周边游的第一需求。《报告》调查
数据显示，36.3%的周边游人群选择了乡村游。泡温泉则是春



节周边游的第二大需求热点。从地区分布来看，到滑雪场滑
雪是华北、东北地区居民春节周边游的热门选择。

38%的人选择在家过完除夕和初一再出发在出游时间的安排上，
除去错峰出游的动机外，多数人会考虑兼顾在家过年的传统
和旅游需求。《报告》数据显示，有3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要
在家过完除夕和初一后再出发，仅有15.5%的受访者选择了在
出游目的地过年，另有37.4%的受访者选择了节后错峰出游，
选择节前错峰出游的占比9.1%。总体而言，有84.5%的'春节
出游者兼顾了在家过年和外出旅游(含自愿和非自愿选择)，
在出游目的地过年的比例相对较低。

春节作为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即便是外出旅游也要全家人
一起行动。《报告》针对不同年龄层出游者的调查数据显示，
40岁以下的出游者大多选择了和配偶子女一起出游的家庭组
合，占比达29.9%，选择一家三代人同游的比例为19.4%。相
比之下，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大多选择了和老伴儿一起出
游，占比高达57.9%，选择全家一起出游的占比23.8%。综合
来看，全家一起出游是较为主流的春节出游选择。

《报告》针对春节期间有旅游消费经历人群的调查显
示，31.5%的人在交通、住宿、门票等旅游产品上的人均花费
超过了5000元，与长线游占比较高有着密切联系。从调查数
据来看，17.3%的春节出境游者在交通、住宿等旅游产品上的
支出水平在5000元以上，邮轮旅游者的这一比例为13.4%。

《报告》数据显示，春节有出游经历的受访者中，89.2%的人
有旅途购物消费经历，其中30.4%的人购物消费在2000元以内，
24.9%的人购物花费在2001至4000元之间，购物消费在6000元
以上者占比19.5%。

总体来看，出境游、邮轮旅游和国内长线游的居民的旅游购
物消费水平要高于周边游，其中以出境游和邮轮旅游最高。



春节出游购物人们一般都会购买哪些商品？《报告》数据显
示，目的地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是最受欢迎的商品，其次名
牌服装等也非常受欢迎，而名表珠宝等贵重商品的购买比例
相对不高。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八

了解中国春节有哪些习俗，这些习俗的由来，感受人们过春
节时的喜悦心情和欢乐气氛。

xx

1、利用谈话的方式，询问长辈。

2、跟爸爸妈妈打理家务，亲自感受迎接新年的到来。

1、除尘

妈妈告诉我说：“‘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
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
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不新”
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除尘就
是年终大扫除，家家户户都要清扫庭院，疏浚明渠暗沟，掸
拂室内尘垢蛛网，清洗锅碗瓢盆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等。
年前打春时，各家再忙也得赶在打春前彻底整理一下室内外
卫生，立春后就不可在打扫了，防止把新春的财气，新春的
喜庆扫了出去。”

听妈妈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习俗寄托着人们除
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2、贴春联

腊月二十九这天，吃过早饭，我就和妈妈忙着贴春联和福字。



“妈妈，‘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

“傻孩子，这是因为‘福’到来了。”

“妈妈，你给我讲讲贴春联的来历吧！”

原来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用工整、
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
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
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的气
氛。王安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
说的就是这件事。每年春节，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大红豆春
联，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
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
体。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
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
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3、守岁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聚在一起守岁，共同期待着新的
一年的到来。

爸爸说：“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我国至少在南北
朝时已经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的晚上，家人团聚，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
果放满一桌，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吃，
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家人一直要吃到深夜。除夕之夜，一
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

在这个激动的时刻，我们边看春晚，边吃东西，谈笑风生。



4、放爆竹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去点响了爆竹，“啪”“啪”… …声
音真响，我赶紧捂住了耳朵。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
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巴巴的爆竹声
除旧迎新。

相传此举是为了驱逐“山魈”。山魈据说是古时深山里的一
种凶恶的独角鬼怪，但是它最怕声响，人们就用烧竹子的爆
破声来吓跑它。有了火药后，人们就用火药装入竹筒，做成
爆竹，后用纸质筒，也称爆仗或炮仗。到现代，人们已不相
信什么“山魈”了，但还是习惯在春节放鞭炮，借以欢庆节
日，振奋精神。所以，从大年三十晚上到大年初一清早，鞭
炮声总是连绵不断。

5、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穿着新衣，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
恭祝兔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
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互祝贺，称
为“团拜。”

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拱手作揖，祝长辈长寿安康，
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
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
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岁。

我们的春节习俗丰富多彩，当然不止这么几种，但唯有一个
是不变的，它承载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九

了解中国春节有哪些习俗，这些习俗的由来，感受人们过春
节时的喜悦心情和欢乐气氛。

xxx

1、利用谈话的方式，询问长辈。

2、跟爸爸妈妈打理家务，亲自感受迎接新年的到来。

1、除尘

妈妈告诉我说：“‘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
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
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不新”
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除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家家户户都要清扫庭院，疏浚明渠暗
沟，掸拂室内尘垢蛛网，清洗锅碗瓢盆各种器具，拆洗被褥
窗帘等。年前打春时，各家再忙也得赶在打春前彻底整理一
下室内外卫生，立春后就不可在打扫了，防止把新春的财气，
新春的喜庆扫了出去。”

听妈妈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习俗寄托着人们除
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2、贴春联

腊月二十九这天，吃过早饭，我就和妈妈忙着贴春联和福字。

“妈妈，‘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

“傻孩子，这是因为‘福’到来了。”



“妈妈，你给我讲讲贴春联的`来历吧！”

原来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用工整、
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
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
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的气
氛，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件事。每年春节，
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大红豆春联，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
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
体。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
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
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3、守岁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聚在一起守岁，共同期待着新的
一年的到来。

爸爸说：“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我国至少在南北
朝时已经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的晚上，家人团聚，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
果放满一桌，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吃，
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家人一直要吃到深夜。除夕之夜，一
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

在这个激动的时刻，我们边看春晚，边吃东西，谈笑风生。

4、放爆竹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去点响了爆竹，“啪”“啪”……声
音真响，我赶紧捂住了耳朵。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
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巴巴的爆竹声
除旧迎新。

相传此举是为了驱逐“山魈”。山魈据说是古时深山里的一
种凶恶的独角鬼怪，但是它最怕声响，人们就用烧竹子的爆
破声来吓跑它。有了火药后，人们就用火药装入竹筒，做成
爆竹，后用纸质筒，也称爆仗或炮仗。到现代，人们已不相
信什么“山魈”了，但还是习惯在春节放鞭炮，借以欢庆节
日，振奋精神。所以，从大年三十晚上到大年初一清早，鞭
炮声总是连绵不断。

5、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穿着新衣，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
恭祝兔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
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互祝贺，称
为“团拜。”

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拱手作揖，祝长辈长寿安康，
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
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
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岁。

我们的春节习俗丰富多彩，当然不止这么几种，但唯有一个
是不变的，它承载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十

28日是节后上班第一天，这个春节假期国内消费市场可以用
火热来形容。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
增长12.2%。



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10%和13.5%，生活
必需品、家居升级类商品、旅游服务等消费增长较快。春节
假期，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返乡过节，受此带动，安徽、江西、
河南、广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的省份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10.3%、22.3%、16.1%和23.9%。

生活必需品消费稳定增长

今年春节假期，无论是餐饮、旅游，还是文化娱乐，市场需
求不断释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这个春节，衣食住行
各领域消费都很旺。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春节假期，粮油食品等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5%，其中，果品蔬菜、
肉禽蛋奶同比分别增长39%、28.6%。酒水饮料等商品需求旺
盛，酒、饮料及茶叶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7%。生活必需品销
售在恢复，餐饮市场也呈现出热闹的场景。

根据网络预订平台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6天，全国多人堂食
套餐订单量同比增长53%。其中，上海堂食消费最旺，订单量
同比增长超200%。

旅游及住宿服务恢复加快

今年春节，不少人都选择外出游玩，这让旅游和住宿服务业
加快恢复。

在山东济南，春节假期前六天，济南市纳入监测的28家景区
共接待游客240万人次，同比增长64%。为了吸引游客，天下
第一泉景区、百脉泉景区等12家国有a级景区实行首道门票免
费。

天下第一泉景区新闻发言人聂晶：我们每天有5.8万张门票线
上免费预约，从我们实际运营情况来看，整个预约的情况是



十分火爆的，一般是提前几天就预约一空了。

在河南洛阳的龙门景区，大年初一游客接待量超过3万人次，
大年初二半天时间入园游客就达到了2万人次。

洛阳龙门石窟讲解员张鹏：春节假期，龙门石窟景区的游客
量猛增，而景区的一线讲解员每天的讲解次数已经达到了个
人五场到六场，这已经达到了之前高峰期的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旅行社及相
关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倍。旅游饭店、经济型连锁酒
店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4%、30.6%，民宿服务提供个性
化服务受到游客欢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4.2%。

网络平台数据则显示，春节期间，大理、丽江、厦门、三亚、
北海成民宿预订最热城市。

电影市场人气逐渐回归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春节期间，服务消费同比增长13.5%。
在服务消费中，电影消费可以说是非常突出。今年电影“春
节档”，七部大片集中上映，截至27日24时，2023年“春节
档”电影总票房超67亿元人民币。

今年春节，我国电影市场消费是可圈可点。数据显示，除夕
到初六，有1亿多人次走进了电影院。在江苏，总票房和观影
总人次在国内居于前列，不少影院春节期间观影人数明显增
长，热门电影黄金时段的上座率超过80%，下午个别场次上座
率达100%。

南通某影院副总经理宋峰：全部满负荷地在运作，一天排大
概近50场电影，我们都是三四千人的上座情况。

在北京，春节档前六天票房超过2亿元，同比增加4.93%，放



映电影5.6万场，观影人次超过300万，同比增加10.84%。

为了繁荣春节期间电影市场，各地纷纷发放消费券，拉动观
影热情。北京推出“新春观影惠民活动”，1000万元观影补
贴覆盖全市影院直接普惠市民；贵州则发放了第14批13000多
张观影消费券；天津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中，有100万元
专门用于发放电影演出类消费券，有效促进电影和演出市场
消费。

春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篇十一

1、熟悉调查的过程，掌握学习的方法，了解独有的中国传统
文化（最具文化内涵、传统魅力和凝聚力的春节），有利于
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爱国主义精神。

2、将成果广而告之，以此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并
做好宣传，动员全民弘扬民族文化。

主要采用上网调查、个别采访。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
酿造的淳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传统的春
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化
的功能：

一、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

二、祭祀，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
祈盼人生幸福；

三、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
人定位，担负社会责任；

四、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渲泄感情之



波，体味生活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蕴藏厚重的含金
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历千年而不变的，春节固定的风俗习惯，
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腊月开始办年货：据中国传统，踏入腊月，已适宜办年货，
除了买腊味、糖果外，生果亦少不了，其中苹果大吉代表平
安大吉，橘子代表团圆。

年廿四谢灶：在灶头放齐供品后，便焚香敬拜，心中祈求來
年衣食丰足及身体健康，之后烧衣及撒酒，最好将一些汤丸
放在灶上，或将麦芽糖涂放在灶君碑的金漆字上，效果会更
佳。年廿八洗邋遢：年廿八是清理家居的好时机，中国传统
来说，这天一家人都要大扫除，祈求将往年的.霉气及不如意
通通扫走，而自身亦要洁净，据说这样做便可以消灾去病。

年三十晚要送年：年三十晚是一年的最后一日，这天具有感
恩和团圆的意义。晚上，一家人聚首一堂吃团圆饭，都有鸡、
有鱼、有菜，吃得丰富是年夜饭的特色。吃菜时，要由头吃
到尾，代表长长久久，吃鱼则要故意吃剩一些，代表年年有
余。吃过年夜饭之后，长辈发压岁钱，根据古时的民间习俗，
用红线穿好的一百个铜钱，具有长命百岁的意思，而现在就
用货币代替（钱一定是偶数，以求大吉大利）。除夕夜人们
大多守岁到天亮，为的是祈求双亲长寿。到子夜十二点正，
开始放爆竹，庆祝新一年来临。

正月初一宜祭祖：年初一祭祖是很重要的习俗。在祖先神位
上放一些糖冬瓜、花生糖及生果等，跟着一家人烧香诚心祭
拜及烧衣。祭祖完后，晚辈向长辈互相拜年，拱手互相恭贺。
此外，年初一不可扫地或倒垃圾，相传这样会送走财气，一



些不吉利的话亦不能说，否则这年会不好运，亦尽量不要打
碎碗碟或盆具，如真的不小心打碎了，就说例如「碎碎（岁
岁）平安」或「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等好兆头的话。

年初二妇女返娘家拜年：年初二是出嫁女而回娘家的时候，
相传年初一回娘家，会令娘家变穷，所以要年初二才返回。
此外，返娘家拜年亦不能空手，必须准备一些贺礼，如糖果
或生果等。

年初三赤口：各人留在家中，不出外团拜，恐防招口舌是非。

年初四接财神：话说年廿四送神返天庭，年初四則是诸神由
天界重返人间之時。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则在初
四下午才接。供品方面，三牲、水果、酒菜要齐备，并要焚
香点烛烧金衣，以欢迎诸神重临人间。

年初五开市日：年初五可将供奉神位的供品收起。做生意的
人可以拜神开铺，发红包，以求大家工作顺利，而一些过年
的禁忌都可以解封，过回平时的日子。

另外还有，扫尘：“除陈布新”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
门。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贴春联：将春联贴在门口，贴够八张，代表由头「发」到尾。

贴窗花：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烘托喜庆的节日
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挂年画：寄托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春天来临，万象更
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载
歌载舞来迎接这个节日。念一遍寄托新一年美好愿望的句子，
这时“福倒了”，真的“福到了”！希望在城市生活久了的
人们在加快的生活节奏中还能记得这宝贵的传统文化，并将
它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