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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級酒店預訂增長近三成
在線旅遊平台飛豬發布的《2024中秋假期出遊快

報》顯示，2024年中秋假期旅遊預訂總量較元旦、
清明、端午假期均顯著增長，是年內三天假期的最
高點。其中，境內遊人均預訂量較端午假期增長
5%，出境遊人均預訂量與端午假期基本持平。
同程旅行數據顯示，假期四星級酒店預訂熱度同

比增長近三成，露台房、露營地等適宜賞月的酒店
類型預訂熱度漲幅較高。
中秋假期期間，中短距離的 「微度假」 增速領

先，省內跨城、鄰省跨城的高鐵遊、自駕遊增勢尤
為明顯。飛豬數據顯示，中秋假期國內租車預訂量
比端午假期增長 31%，國內酒店預訂量更遠超
2019年同期水平。

中式旅遊成新潮流
今年中秋假期，團圓遊和民俗遊是主旋律。在玩

法上，各類傳統民俗活動備受青睞，今年中秋假期
賞月遊、賞燈遊的搜索熱度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
61%和267%。
以武漢為例，舉辦了闊別十餘年的大型煙花秀，

使得中秋期間當地主題遊訂單量較端午增長
20%。此外，北京、廣州、南寧、昆明等地舉辦的
燈會亦吸引了大量本地和周邊旅客，假期間的搜索
熱度較端午均呈現雙位數增長。
《黑神話·悟空》遊戲帶來的古建遊覽熱潮同樣

令人矚目。山西省作為全國現存古建最多的省份，
中秋假期租車自駕遊訂單較端午增長了

16%。大同、忻州、朔州等地旅遊訂單

較端午假期分別增長14%、20%、40%。
古鎮水鄉也展現了傳統節日的特色。烏鎮重現
「走月亮」 習俗，遊客可穿着漢服提燈走橋、月下
暢遊，周莊古鎮推出燈彩主題遊船，拈花灣推出戲
劇生活節……上述景區中秋假期門票訂單量較端午
增長了18%。
攜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沈佳旎認為，中式旅遊不

再是歷史的陳跡，而是一種新的潮流。越來越多年
輕人正成為中式旅遊的擁躉。同時，供給側也已經
關注到這一趨勢，越來越多的目的地和旅遊從業者
正在從以往的滿足旅客需求，逐漸轉變為 「供給創
造需求」 。

中秋假期多了「鬆弛感」
中秋假期，走訪重慶、上海、湖南等地文旅市場

發現，今年中秋遊多了一份 「鬆弛感」 ，中式夜
遊、短途 「微度假」 、文藝遊成為遊客熱門選項。
郴江河畔，華燈璀璨，清逸婉轉的湘昆曲調自河

上傳來。在湖南郴州蘇仙區裕後街歷史文化街區，
來自湖南省昆劇團的演員們乘坐花船巡遊，吸引市
民遊客爭相拍照留念。
湖南張家界天門山景區更是把夜遊玩出新花樣。

15日晚，來自世界各地的翼裝飛行員們與身披
「嫦娥」 輕紗的演藝人員一起在月色中帶來一場震
撼演出。
9月17日，上海市徐匯區龍華廣場舉辦 「唐韻中

秋」 節慶活動，京劇、滬劇、昆曲、評彈……現場
演繹曲藝界的 「團圓盛
會」 。上海市民徐競和5歲
的女兒穿上漢服，在
此觀看表演，打卡
拍照。她說，城市
商圈和街區舉辦豐
富活動，既能體驗
傳統文化，又能方
便地就餐、聚會，
是個好去處。

國風古韻正當潮

【香港商報訊】中秋假期最後
一天，多家旅遊平台發布總結報
告，數據顯示，今年中秋節旅遊
熱度不減，賞燈看煙火、泛舟
賞月、漢服遊園等中式旅遊
方式火熱。

【香港商報訊】綜合新華社報道，連日來，寓意着
團圓、幸福、安康的中秋活動在世界多國舉辦，成為各
國民眾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窗

口。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舉辦 「回家·團圓」 2024年兩岸僑胞中秋歌

會。活動現場溫馨感人，女聲獨唱《鄉愁》、古箏獨奏《但願人
長久》等節目喚起觀眾濃濃的思鄉情，來賓共唱《我的中國心》
掀起整場歌會的高潮。僑胞們表示，每逢佳節倍思親，大家期盼
小家團圓，也祝願國家早日統一，願為促進兩岸交流、中美關係
穩定發展作出貢獻。
巴西聖保羅僑界在舉辦為期兩天的 「歡聚中秋」 大型嘉年華

活動，共吸引近30萬民眾，巴方來賓認為，此次活動讓更多民
眾感受中華文化，增進對中國人民的了解，進一步加深雙方友
誼。
在英國倫敦中國城，中秋慶典從充滿傳統韻味的京劇、武

術、舞獅，再到富有當代流行元素的舞蹈、樂隊、合唱表演，吸
引大量華僑華人、倫敦市民和各國遊客觀看。
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舉辦 「天涯共此時——中秋詩詞遊園

會」 ，吸引當地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學校師生及華僑華人等
200餘人參與。
此外，形式多樣的慶中秋活動在多國舉行。 「中國風，尼泊

爾情」 主題專場文藝演出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舉辦；在新西
蘭南島最大城市克賴斯特徹奇，來自湖北藝術團的演員在中秋
詩韻晚會上帶來獨具荊楚文化特色的歌舞、器樂合奏等表演；
「天涯共此時——中秋詩會」 在緬甸仰光舉行，緬甸高校學生
及中資企業緬籍員工等近150人共賞詩句朗誦、京劇等表演，參
加月餅製作、書法展示等體驗活動；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來
自孔子課堂的學生們在中秋詩會上朗誦詩詞，中方演員帶來斯里
蘭卡歌曲《罐舞》等節目，展現了中斯文明的交流互鑒。

超級月亮「X光片」

多國民眾共慶佳節

中秋月明中秋月明，，神州各地同賞一輪明月神州各地同賞一輪明月。。圖為圖為99
月月1717日在江蘇省昆山市拍攝的月亮日在江蘇省昆山市拍攝的月亮。。 新華社新華社

白俄羅斯中國文化愛好
者在明斯克朗誦以月亮為
主題的詩歌。 新華社

湖南長沙濱江文
化園的明代中秋主
題活動吸引民眾
打卡。 中新社

【香港商報訊】據央視新聞，中國 「愛因斯坦探
針」 （簡稱EP）空間X射線天文台，在中秋佳節期
間從太空傳回月亮的X射線照片（圖），讓公眾可以
欣賞到在X光波段裏不一樣
的月亮。這些圖像是由
EP 衛星上的 「風行
天 」 X 射線望遠鏡
（FXT）獲得的，這

也是中國科學家
首次用自己研發

的空間望遠鏡
觀測得到完整

月亮的X光
圖像。

日本政商界建議日本政商界建議
提高退休年齡提高退休年齡

讓想工作的人繼續工作
據共同社報道，據日本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24

年9月15日，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有3625萬，比去
年同期增加 2 萬，佔人口總數的 29.3%。按性別區
分，目前日本老年男性有1572萬，女性有2053萬。
從年齡層來看，70歲以上人口為2898萬，佔人口總
數的23.4%；80歲以上人口有1290萬，佔比10.4%，
連續兩年超過10%。

統計數據同時顯示，去年日本老年就業人口為914
萬，為連續20年增加並刷新紀錄。日本老年人就業
率為25.2%，意味着每4名老年人就有一人在工作。
該國全體就業者中，每7人中就有一名為老年人。75
歲以上群體中，仍在工作者佔比11.4%，創新高。

從行業來看，從事批發零售業的老年人數量最
多，為132萬人；從事醫療相關行業的次之，為107
萬人；從事服務行業的有104萬人。

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
2040年，日本第二次生育高峰期(1971年至1974年)
出生的一代人年齡超過65歲後，日本老年人將增至
3928萬，屆時佔人口總數比例將升至34.8%。

少繳多領加劇養老金系統負擔
日本政府今年6月敲定 「經濟財政運營和改革基

本方針」，為了確保社會勞動力的財政能長遠維
持，有部分專家認為要上修高齡定義。有議員建
議，應該把高齡人口定義從65歲往後延5歲，到70
歲；有經濟學者更認為，高齡人口的界定延後到75
歲最好，讓想工作的人可以一直在社會上工作。

作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
的國家，日本早在1970年代
就着手提高退休年齡，迄今
日本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已從
上世紀 70 年代的 60 歲提高
到65歲。

從日本經驗來看，延長退
休年齡大幅提高了老年人的勞動
參與率，一定程度上抵銷了勞動人口下降對經濟的
負面影響。但是，隨着國民壽命的延長，加上養老
金制度不完善，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選擇推遲退休至
70歲甚至更晚，以維持生計。

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就已步入了老齡化社
會。據世界銀行數據，1969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
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08%，首次超過7%，即世行
定義的老齡化社會標準。2005年，這一比例首次超
過20%，標誌着日本正式進入了超級老齡化時代。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女性平均壽命達87歲、男性
達81歲，養老金收支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厚生勞
動省稱，過去20年裏，繳納養老金的人數減少了約
300萬，而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加了40%以上，少繳
多領的局面嚴重加劇了養老金系統的負擔。

專家指日本延退政策成功
為應對老齡化問題，日本政府早在50年前就推出

了相應的法律制度安排，即1971年出台的《促進老
年人就業穩定法》，旨在提高60歲以上年齡段人口
的就業率，1986年日本對該法案進行了修訂，並將
其更名為《高齡者僱傭安定法》。隨後，日本不斷

對老年人再就業及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加以完善，將
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逐步提高至65歲。

有人口專家認為，整體上看，日本的延遲退休政策
是成功的。在少子化和老齡化雙重夾擊下，日本很早
就面臨勞動力供給不足以及社保基金負擔太重的挑
戰。從政策初衷來看，日本基本實現了目標，效果還
是比較明顯的，不單單提升了就業率，緩解了勞動力
相對緊缺的局面，還緩解了養老金資源緊迫的局面。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數據，2022年，日本人口
數量比上年減少 80.5 萬，連續 14 年減少。與此同
時，勞動人口比率(即就業人數和勞動年齡總人數之
比)為 62.5%，比 2012 年提升了 4.4 個百分點，主要
貢獻來自老年群體。其中，60至64歲年齡組勞動人
口比率由 2012 年的 57.7%提高至 2022 年的 73.0%，
升幅達到15.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勞動人口比率
提升了5.7個百分點至25.2%。

據《日本時報》報道，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經濟和人
口統計高級顧問赫爾曼表示，日本的延退政策緩解了
養老金支付壓力，也大大抵銷了勞動人口下降對經濟
產出的負面影響。此外，過去幾十年來，人類預期壽

命大幅提高，也為推遲退休年齡創造了空間。
赫爾曼指出，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已經轉化為人口

下降，進一步加劇了對社會保障體系、服務和基礎
設施的挑戰。赫爾曼表示，而且這些變化是在快速
技術變革和數碼化的背景下發生的，人口變化和技
術變革正在從根本上重塑勞動力市場，這需要決策
者作出更深入、更廣泛的政策回應。

應對老齡問題要靠經濟發展
東京人力資源諮詢公司 Kakehashi Skysolutions 發

布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對60多歲的老年人來說，
養老金並不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比如，65%的
65歲以下人士表示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工作；在65
至70歲領取養老金的受訪人群中，有30%的人表示
主要收入來源是工作，而不是養老金。

日本65歲以上男性平均每月領到的養老金（國民
年金和厚生年金之和）在15萬日圓左右，根本不夠
維持一個兩口之家的日常開銷。而且，日本政府通
過政策設計，鼓勵人們推遲領取養老金，因此，在
最初可以領取養老金之時，每月領到的養老金還不
到15萬日圓。再加上，多數日本老年人的儲蓄並不
豐厚，僅僅依靠養老金生活很可能入不敷支，於是
大多數人主動選擇延遲退休。

有經濟學者認為，應對老齡問題的本質應該是經
濟發展，就業的最終決定因素是經濟發展。據路透
社報道，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前10年，希臘的
退休年齡是60歲，但失業率在12%至20%；同一時
期，美國的退休年齡是65歲，但失業率僅為5%左
右。由此可見，如果經濟不發展，即使是降低退休
年齡，該失業的還是會失業。

逾65歲人口創新高 四分一仍工作

【香港商報訊】日本總務省本周公布的
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

數量為3625萬，創該國有統計紀錄以來新高，佔人口總數近三
成。其中，約四分之一老年人處於就業狀態。據共同社報道，日本
高齡化和少子化情況越來越嚴重，經濟界開始討論，是否要把老年
人口定義從65歲上修到70歲，甚至75歲。日本政府也傳出想將老
年定義往上修，以解決勞動人口減少問題。

日本日本6565歲以上老年人數達歲以上老年人數達36253625萬萬，，約四分之一約四分之一
仍處於就業狀態仍處於就業狀態。。 路透社路透社

日本日本1717日數據顯示日數據顯示，，百歲老人超過百歲老人超過99..55萬人萬人，，
連續連續5454年創新高年創新高。。 路透社路透社

老年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