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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居民消
费，是经济发展新格局下的关键任务。
加大对消费的支持，尤其是对与休闲相
关消费的支持，对促进新发展格局下的
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
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休
闲绿皮书》 主编宋瑞在日前举行的 《休
闲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
报告》 发布及研讨会上说。“通过观察
美国等国家休闲产业的增长趋势可以看
出，发展休闲产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具
有重要作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促进休闲产业发展是我国未来的一
项长期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院长夏杰长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明确提出，要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
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

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
市和街区，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曾
博伟认为，中国正在步入休闲时代。他
说：“休闲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2020
年，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
人民生活物质保障持续改善，因此休闲
也将会在历史大变局中扮演一个更为重
要的角色。”

在宋瑞看来，休闲对于促进个体身心
健康、融合家庭关系、增进社会和谐、推
动社会进步、促进国民消费、丰富经济形
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夏杰长眼中，高质量的休闲度假则
是“开启美好新生活的一个重要抓手”。
他说，目前，我国休闲度假业正在从人民
生活的“奢侈品”变成“刚需”。他同时
指出，我国休闲度假业仍存在发展不平
衡、品质不佳等问题。“旅游观光可以是
一个‘点’，是一个孤立的景区，但休闲
度假一定是个‘群’”。

如何促进国民休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呢？宋瑞认为，首先要关注四个目标群
体：中等收入群体、“新世代”、老年群体

和农村居民。她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是支
撑休闲消费的主体人群；“新世代”群体
能引领休闲消费的发展潮流，带动其他群
体休闲需求的升级；老年群体不仅有休闲
消费的内在需求，也有时间和经济条件；
而农村居民的休闲需求也值得关注。

其次，促进国民休闲的高质量发展还
需要关注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如何保证
人们拥有可支配的休闲时间，如何保障休
闲公共产品供给，如何完善引导休闲发展
的顶层设计，如何解决区域间、群体间休
闲发展的差异，如何建造多元化的休闲度
假设施与品牌，如何开发系统科学的休闲
统计、调查、研究与测算体系等。

在曾博伟看来，为中国的新休闲时代
而奋斗，需要做很多事情。“首先要保障
人们休闲的权利，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
度。第二要开展休闲教育，把休闲教育纳
入整个教育体系，让休闲理念作为‘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第三要拓展
休闲空间，在城乡规划中，建造更多的休
闲公共服务设施，提供足够的休闲保障。
最后，要发展休闲经济，把休闲经济作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从更广的角度去

看休闲，把旅游、文化、体育甚至商业整
合到休闲经济中去”。

“高质量发展首先是人的高质量发
展。”曾博伟说，“在经济新发展格局下，
发展休闲，也是中国给全世界提供的一个
机遇，中国也许可以成为全世界休闲服务
的供应链。”

在夏杰长看来，国民休闲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不仅包括休闲和度假，还包括休
闲化工作。夏杰长介绍，法国学者、巴黎大
学教授达尼-罗伯特·迪富尔在著作《西方
的妄想：后资本时代的工作、休闲与爱情》
中辨析了“休闲”一词的含义——休闲不
是指游手好闲，而是积极地休闲。古希腊
哲学家也曾努力地辨析过积极休闲与消极
休闲的区别。音乐、体育、哲学思辨，都
是古希腊哲人推崇的休闲方式。而在现代
社会，积极休闲指的是那种可以被产业
化、有助于推动休闲者成为慷慨的消费者
的方式，例如足球，作为休闲方式，就变
成了巨大的产业。

“未来，休闲应该与工作实现完美的
结合。休闲化工作才是最让人向往的生活
方式。”夏杰长说。

“新世代”将引领休闲消费潮流

□ 陈 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公告显示，经核算，2019 年全国旅游及相
关产业增加值为 44989 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比重为 4.56%。在旅游业内部，
旅游购物规模最大，增加值为14077亿元，
占全部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1.3%。旅游购物继续成为在全部旅游及相
关产业增加值占比最大的部分。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旅游业的节奏，旅游商品产业的困难
与机遇也同时产生。面对疫情的洗礼，有些
本来就勉强维持、艰难度日的旅游商品企
业关门大吉；有些本来就销售火爆的企业，
面对疫情迅速调整，反而业绩更加；有些旅
游商品企业和旅游商品品类在疫情的打击
下奄奄一息；有些旅游商品企业和旅游商
品品类面对疫情异军突起。疫情给旅游商
品行业上了一课，也让旅游商品产业的趋
势越发明显。

趋势一：对旅游商品供应
链的认识程度开始提升

疫情期间，旅游商品销售企业纷纷转
向对当地居民销售和线上销售。有些企业
为了转型，纷纷开发适合面向当地居民销
售和线上销售的新品，但在采购、加工过程
中遇到信息不畅、加工单位前端供应不足、
相关材料和原料的供应渠道缺失等问题。
即使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旅游业有限度
开放的情况下，有些旅游商品企业为了满
足市场的变化，迅速调整原有产品结构，
加快开发新品，同样遇到供应链残缺不
全，可选择的供应链企业过少等问题。还
有些旅游商品企业由于品类过杂，缺乏有
效的供应链，看似琳琅满目，但每种商品
都量小价高。

但也有很多旅游商品企业在疫情期
间供应链畅通。这些企业根据市场迅速丰
富商品品种，突击开发市场对路的新品，
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旅游商品供应链在疫情的影响下，越
发显得重要。旅游商品要想规模化，必须
要有良好的供应链。有效的供应链与稳定
的带量采购密不可分。义乌的很多商品为
什么价格低还质量好，既有供应链的原
因，也有采购量的原因。供应链要求旅游
商品企业要做专，做透，做量，做优，有合适
的价格。

趋势二：旅游商品与线上
产品高度融合

好的旅游商品能够瞬间打动购买者，
好的线上产品也同样能够瞬间打动购买
者；好的旅游商品能够让大量的外地人购
买，好的线上产品也同样能够让外地人购
买；旅游商品的购买主力是年轻人，线上产

品的购买主力也是年轻人；好的旅游商品
让人买了还想买，好的线上产品也是让人
买了还想买；好的旅游商品要有特色，好的
线上产品也同样有特色；好的旅游商品便
于携带或邮寄，好的线上产品同样是便于
携带或邮寄。

旅游商品与线上产品众多的相同、相
似，使得不少旅游商品企业加入线上产品
开发的大军，线上线下同时销售。即使疫情
完全消失，旅游商品与线上产品高度融合
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趋势三：旅游商品功能性
开发的方向越发清晰

受疫情影响，2020 年年底举办的中国
旅游商品大赛以健康生活为主题。这是中
国旅游商品大赛 12 年来第一次不以某种
文化为主题，而是以商品的功能为主题进
行比赛。鼓励参赛企业用不同材质、不同工
艺，从产品的功能进行创意设计。结果是，
华而不实的旅游商品少了，贴近日常生活
又有特色的旅游商品多了；为小众市场开
发的旅游商品少了，贴近大众市场的多了。

发展功能性旅游商品，是发展旅游商
品的必由之路；为大众开发使生活更加美
好的旅游商品，是开发旅游商品的目的。以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研发核心的
旅游商品能使生活更安全、更方便，能使人
们身体更健康，出行更便利，居住更舒适。
实现这些目的的旅游商品往往要有新功
能，开发功能性的旅游商品将是旅游商品
市场长期的需要。

趋势四：利用各地特色物
产资源深度开发旅游商品将
成捷径

利用特色物产资源开发旅游商品：一
是有利于解决当地特色物产资源的“出口”，
进而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二是有利于发挥当
地特色物产的市场影响力，利用特色物产本
身具有的知名度开发旅游商品，可以自带流
量，更容易使旅游者产生购物消费；三是有
利于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特色物产资源开发不是简单的土特产
加工，而是深加工再深加工。陕西省韩城市
的花椒已不是在卖原料级花椒，而是开发
成了各种食品，如花椒糕点、花椒酸奶、花
椒啤酒等，还开发了个护用品，如花椒洗浴
用品、花椒护肤品等。渐渐地，花椒特色系
列品在韩城成为产业。通过系列地、深度地
开发特色物产，可以增加当地就业，增加当
地居民收入，也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进而促
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旅游购物中，消费者购买的是旅游商
品，旅游商品要想受到长期青睐，需要不断
创新、不断创意，创新无止境，创意无极限。
进入 2021 年，疫情的影响还会持续，面对
疫情带来的困难，旅游商品从业者要顺应
趋势，及时调整，不断创新，继续迎战。

2021旅游商品谁主沉浮

□ 郑萍萍

一度被认为小题大做的郭兵在网上
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2020 年 12 月 29 日，郭兵诉杭州野
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 （下称“动物世
界”） 二审开庭。在早先的一审宣判
中，法院责令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年
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
息。但对于动物世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认定其行为本身并未违
反相关的法律规定。郭兵认为这一判决
对当下人脸识别滥用的警示作用不明
显；动物世界也认为，收集郭兵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并无不当，无需对相关信息
进行删除。

二审判决结果还未公布，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了郭兵的战队。大家发现除了
每日进出的大厦、小区纷纷安装了智慧
门禁系统，租个房子要扫脸、寄个快递
要扫脸、逛个公园要扫脸、着急买个厕
纸也要扫脸⋯⋯对信息安全担心的同
时，人们也真是被人脸识别折腾烦了。

其实，大多数人在习惯戴上口罩之
前，并没有意识到，每天暴露在各种公
共、私人摄像头之下的脸庞，会面临着
某种风险。相反，作为公共安防的受益
者，很多街区、家庭，主动安装了实时
监控摄像头。而当下，反反复复地摘口
罩、拍照、识别、上传失败、重新拍照
的日常，却仿佛在不断提醒每一人，在
万物互联的今天，“谁掌握了你的脸，
谁便掌握了你所有的秘密”。

有人说，不就是逛个公园吗，我一
年也不见得来一次，有必要在你这里保
存刷脸的信息吗？其实，在各个传统领
域迭代升级的当下，景区智慧升级也并
非不可理解。每逢假期，各大景区都要
提心吊胆地坐等被网友们骂上热搜，改
变“拥挤”“低效”“脏乱”的局面，是

景区和游客共同的需求。2020 年疫情期
间，不少公园、景区都实现了实时监控人
流、分时段预约的功能，这无疑离不开管
理模块的智能升级。

人脸识别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主要是通过面部图像特征的提取与
对比来进行的。随着近些年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的发展，人脸识别的应用场
景呈爆发式增长。从街头、机场的安防监
控到手机的刷脸开机、支付，再到医院、
公园的“非接触式”测温等。应用场景的
增多，离不开技术革新对提效降本的需
求，自然还有资本的内在驱动。

人脸识别通常离不开摄像头，我们也
早已习惯了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摄像头之
下，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城市还是乡
村，公共空间还是私人领域。专注于计算
机视觉技术的风险投资公司 LDV 在 2017
年的行业预测报告中就已指出，2022 年
全球摄像头总量将达到 44 万亿部，配置
摄像头的产品包括安防系统、机器人以及
一些智能家居产品。也就是说，每一天，
即便你不出现在街头、商场的公共监控画
面中，也逃不过邻居家的车载摄像头、朋
友的手机镜头，甚至你自己为远程照顾宠
物而安装的家用监控摄像头。

大多数人对技术并没有太多警惕之
心，一直毫无戒备地将自己的照片、家人
的照片，主动交付给各种美图软件、社交
软件，任由其被修改、传播。我们更愿意
相信生活将受益于技术的发展，比如未来
幼儿园会通过摄像头进行面部识别，只
允许特定的人靠近幼儿园、接走孩子；
家用冰箱会通过摄像头识别家庭成员，
制作不同配料、温度的饮品。只是和所
有技术的发展路径一般，随着它不断和
这些浸入日常的应用场景发生冲突时，我
们便又一次面对“科技与人性既对立又共
生”的难题。

这两年，部分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教室
里引入了人脸识别系统，识别学生是否上
课走神、打瞌睡。事情引发了人们激烈的
讨论。类似的新闻还有，为了防止商业贿
赂，上海各大医院启用人脸识别，“抓”
医药代表；南京某区环卫工人的工服上被
掏了两个小洞，方便联网的手机摄像头
实时监控工人的工作情况⋯⋯这些让人
哭笑不得的应用场景，究竟是技术越界
了，还是人性越了界？是技术放大了人
性，还是人性诱导了技术？在讨论出结
果前，我们除了寄希望于加强监管，又
该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被滥用甚至伪
造？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人
脸识别技术的法律规范，但是采用国际
通行做法，将人脸数据划入敏感个人信
息进行从严监管。

我们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焦虑，多
少映射了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
引发的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不过，技术发
展就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它仍将征服世界”，这是海德格尔的看
法。世界也一直是这样的，你喜欢也好，不
喜欢也好，永远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受疫
情影响而面临生存风险的各个景区，或许
可以好好琢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智能
化改造，而不仅只是跟风似地停留在

“刷脸入园”这么简单的一步上。

谁掌握了你的脸，谁便掌握了你所有的秘密
镜 观

2020年11月19日，上海，第22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观众体验AI读心术。
视觉中国供图

“耕海1号”向海而兴

山东省烟台市“耕海1号”海
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是全国首个
智能化大型生态海洋牧场综合
体平台，2020 年 7 月 10 日正式
投入运营以来的首个运营季，吸
引了大量游客。2020年11月，养
殖成功的斑石鲷、真鲷和黑鲪陆
续投放市场。“耕海 1 号”成功实
现了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智
慧渔业、休闲渔业、科技研发、
科普教育等功能有机结合，探
索了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的新
模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