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一张票奔赴一座城”正成
为年轻消费者的旅行新常态。深
蓝智库调研多家旅游平台以及近
百位消费者发现，超九成“Z世
代”会因演唱会、电竞赛事或漫展
等文化活动锁定出行目的地，
85%的受访者将“情绪价值”列
为核心驱动力——一场238元的
门票可带动超2500元的住行消
费，释放出“旅游+票务”的强劲
势能。年轻人正通过“兴趣标签”
重构旅行意义。多家旅游平台数
据佐证，音乐节、漫展等文化活动
带 动 天 津 等 城 市 热 度 飙 升
266%，情绪消费已从个人行为
升级为城市经济新引擎。

业内专家指出，当“满足感”
成为刚需，旅游业需加速适配
“场景化服务”，以更深度的情感
联结抢占年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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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门票撬动10倍文旅消费

跨城追“情绪价值”

为了一张票就奔赴一座城

在深蓝智库采访调研的年轻消费者
中，超过九成的年轻消费者都会为了“一
张票”而奔赴一座城，在观看比赛、演唱
会的同时，逛景点、品美食也是他们奔赴
的目的之一。

深蓝智库深度对话了其中两位消费
者。2025年4月5日，消费者徐蕾的“五
一”假期出游计划还是个未知数，然而仅
隔一天，她便定好了目的地。徐蕾称，原
本自己还在犹豫“五一”假期去哪里旅
游，但在4月6日抢到电竞比赛的门票
后，她的出游目的地就确认在了杭州。

徐蕾是一名“95后”电竞爱好者，由
于平时工作繁忙，只能周末坐在电脑前观
赛，但屏幕中时常溢出的欢呼声和呐喊
声，让她无数次想象自己亲临现场的热血
沸腾。徐蕾说到，这个“五一”假期，她在
比赛现场真实感受到了与线上不一样的
氛围，自己以后还会为满足情绪价值而奔
赴一座城市。

在观赛之外，徐蕾还在“五一”假期
参观游览了数个景区。她说到，“五一”假
期，她选择和朋友一同出游，除了观赛那
天之外，她还与朋友一同游览了西湖、灵
隐寺、南宋御街等杭州的景区。不仅如
此，她还和朋友以杭州为中心，前往绍兴、
海宁等杭州周边的城市进行游览。

在北京工作的音乐剧爱好者王嘉元
拥有和徐蕾相似的经历。3月11日，王
嘉元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她喜欢的一部
法语原版音乐剧将于“五一”期间在南昌
上演。当时，王嘉元对“五一”假期没有
任何规划，在看到这部音乐剧宣传帖的

同时，她当机立断，要为了这部音乐剧奔
赴南昌。

在决定“五一”前往南昌后，王嘉元
立即购买了5月1日和2日两场音乐剧的
演出门票，并向母亲发出同行邀请。在抵
达南昌后，王嘉元白天陪母亲在南昌的八
一广场、江西省博物馆、海昏侯国遗址博
物馆等著名旅游景点游览，晚上则前往剧
院观看音乐剧。“看剧、旅游两不耽误，整
个‘五一’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像徐蕾和王嘉元一样为兴趣爱好
“买单”的消费者并不在少数，在线旅游
平台的数据也能够反映出这部分消费者
旺盛的出游需求。

根据马蜂窝大数据，“五一”假期，除
传统知名景点外，演唱会、音乐节、漫展
等文化活动成为目的地热度增长的新引
擎。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上海超级芒
果音乐节及四川崇州迷笛音乐节等活
动，不仅吸引乐迷跨城“打卡”，更带动目
的地旅游相关消费激增。其中，天津在
众星云集的“泡泡岛音乐节”的带动下热
度上涨266%，成功跻身热门城市前十。

满足情绪价值是主要动力

“一张票”的吸引力何在？为什么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
个赛事，奔赴一座陌生的城市？

参与调研的近百位消费者中，有约
85%给出了“情绪价值”这一动力来源。
根据消费者们给出的关键词，一张门票
带给他们的“情绪价值”包括释放压力、
治愈心情、五感刺激、广交朋友等。

常驻日本东京的消费者顾承轩向深
蓝智库表示，她曾为了喜欢的剧目，先后
去过北京、上海、宁波、南昌、南京和东
莞。在她看来，这些剧目中的演员和舞
者拥有极强的感染力，在台上、台下见到
他们时，她会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点

亮平淡、繁忙的生活。
另一位在北京工作的谢先生表示，

每一次看演出都让他认识了很多演职人
员和粉丝。“在工作压力很大的项目冲刺
后，趁休息时间前往不同城市去观剧，邂
逅不同演员和粉丝，就像是与老朋友见
面，在不一样的环境里交流同样的爱好，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与放松。”

作为一名“二次元”爱好者，赵欣在
这个“五一”假期从北京前往上海，就为
参加一场游戏主题音乐会。赵欣说，在
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后，她在出站时便
能够看到众多背着游戏周边的粉丝。“一
看就是准备去听音乐会的。”

不仅如此，赵欣朋友圈内的很多同
好都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上海。为获得更
沉浸式的音乐会体验，她还特意以Co-
splay（扮演喜爱的角色）方式装扮成相
关角色，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与“二次元”
相碰撞的氛围中。“一场漫展、一场‘二次
元’音乐会，都能让我跨城市奔赴，‘旅
游+二次元活动’已经成为假期里必不
可少的项目。”赵欣说道。

小小一张门票撬动大经济

在“情绪价值”的驱动下，这些消费
者的脚步正在覆盖一座又一座未到访过
的城市。深蓝智库调研发现，近八成消费
者都提到，自己在观看演出或赛事的同
时，也会顺便在目的地及周边地区游览。

消费者李栗曾为了演唱会和音乐剧
多次奔赴韩国的多个城市。她向深蓝智
库表示，每当前往一个全新的城市，她一
定会利用好空闲时间，在当地体会民俗
文化、本土风情。今年清明假期前后，她
再度前往韩国看音乐剧，除了下午和晚
上的看剧时间，她每天早上都会跟着攻
略在当地游览。她觉得，只看演出而不
去了解这座城市，就会错失丰富自己人

生阅历的机会。
顾承轩告诉深蓝智库，她一般都会

顺路打卡每个城市的主要景点，也会在
景点购买自己喜欢的纪念品。谢先生也
直言，“跟着演出去旅游”已经成为其最
爱的旅行方式。在一个全新的城市观看
喜欢的演出剧目，能加深他对这座城市
的记忆与感情。

在“票根”的带动下，超九成的消费者
会产生数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综合消费。
去哪儿大数据也显示，据业内估算，1元的
音乐节门票大约可带动举办城市7~8元的
综合消费，包括酒店、餐饮、购物等。

徐蕾以自己“五一”假期的出行开销
为例算了一笔账：她和朋友2人花费476
元购买了2张电竞比赛的门票，假期5天
住宿共花费2450元，同时，从北京往返
杭州的高铁票花费2638元。若不计算
餐饮、购物以及周边出游的开销，徐蕾购
买238元的门票后，产生了2544元的住
宿与出行消费。

李栗单次观剧的配套开销则近万
元。李栗表示，看一场音乐剧的额外消费
包括往返机票、酒店、基本公共交通以及
餐饮等，有时候自己还会买一些小礼物送
给演员。以她今年清明节前后赴韩追剧
的花费为例，4场音乐剧的门票花费为
3520元，往返目的地的机票为2200元，3
晚酒店的开销为2100元左右，再加上礼
物、餐饮以及购物的开销，3500元左右的
门票促成了6000元左右的额外消费。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看来，如今，
为情绪价值买单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消
费趋势，无论是跟着演出去旅游，还是携
带周边、文创产品等出游，都能够体现出
年轻消费者正愈发注重消费带来的情感
满足，更愿意为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产
品和服务付费。 据北京商报

凭打车票进景区有优惠、凭演出票
可享文创折扣、凭住宿票可免费玩游乐
设施、参加自驾游车辆加油有优惠……5
月19日是“5·19中国旅游日”，来自重庆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消息，我市各
大文旅场所将推出系列惠民活动，其中
以一张张小小的票根为纽带，跨界联动
多样场景，串起长长消费链。

这是时下流行的“票根经济”在文体
商旅融合发展中的创新实践。

5月14日晚，洪崖洞景区，游客张蕊
正在欣赏美丽的山城夜景。

“我是前天从成都坐高铁过来的，单
位之前给我办了一张‘百万职工游巴蜀’
文旅年票，凭该票可以省去重庆境内

90%以上景区、剧场的门票。我和父母
这两天先后去了大足石刻、金佛山等景
区，欣赏了杂技秀《极限快乐2》等演出，
门票一共省了好几百元。”张蕊说。

“‘百万职工游巴蜀’文旅年票有效整
合了川渝两地景区景点、演出等资源，推动
精品景区串珠成链，改变了以往有效联动
不足、景区景点‘分散化’‘碎片化’状况。”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

“百万职工游巴蜀”文旅年票已经发行了近
30万张，形成了川渝文旅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张年票的创新实践，只是重庆深
耕“票根经济”的一个缩影。以今年的

“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惠民活动为例，
我市多个景区直接免门票，很多区域旅

游目的地及涉旅企业还纷纷推出了凭文
旅消费票根，可以在后续消费场景中获
得折扣、积分兑换等活动。

“票根经济”作为一种衍生的全新消
费模式，为文体商旅等融合提供了新的
发展路径，也进一步彰显了文旅行业“一
业兴促百业旺”的带动作用。

不过，目前，我市在推动“票根经济”
发展中尚处于单个行政管理部门或部分
旅游目的地的尝试，并未形成“由点到

面”的整体合力。
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

表示，“票根经济”不仅能提升消费频次，
更能把消费者追求的情感附加值置于其
中，进而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同时帮助
文旅目的地及企业提升品牌形象和口碑。

在罗兹柏看来，推动“票根经济”发
展，需要以一票联动多场景，推动文化、
旅游、商业、体育等深度交叉融合。政府
或行业协会可以牵头建立跨领域合作机
制，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不同行
业、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让“票根经
济”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共生”，进而
实现“小票根撬动大消费”。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重庆深耕“票根经济”：小票根串起文旅消费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