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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毕业旅行，配齐“电子三件

套”作为奖励，考驾照增技能，运动健身

塑形……2025年高考落下帷幕，毕业生

掀起了一股“青春洋溢”的消费热潮，火

热的“考后经济”透出年轻人的消费新

趋势。

“减压”驱动，以旅游为代表的情绪
消费迅速升温——

湖北恩施州高中毕业生小钟高考

后第二天便背上行囊，坐上开往重庆的

动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

来重庆很久了，虽然离得很近，却一直

因为课业忙没能实现。”小钟说，重庆各

大景区对高中毕业生都有优惠，一周下

来花费也不多。

高考过后，多地景区准备了丰厚的

专属优惠大礼包，考生凭有效准考证即

可享受免门票、交通优惠、特价体验等

多重福利。

贵州省黔西南州文旅局副局长王

侨介绍，全国各地的高考毕业生在当地

所有A级景区都可以享受免门票优惠，

6 月 9 日至 17 日，仅万峰林景区就接待

高考生数百人。

携程数据显示，6 月 9 日至 6 月 11
日出发的旅游产品预订量环比增长

88％，不少高中毕业生选择“考后即刻

出发”。

多名受访毕业生表示，对他们而

言，这场旅行已超越了简单的休闲、放

松，不只是对压力的告别，也是极具象

征意义的“成长仪式”。亲手订下的第

一张远程车票或机票，是他们迈入人生

新阶段的“青春宣言”。

“犒赏”驱动，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
“奖励式消费”迎来高峰——

高考后，手机、电脑、平板等成为

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考试奖励”。同时，

为迎接新的学习和生活阶段，不少家长

为孩子购置“大学装备”，推动电子产品

迎来销售高峰。

记者在多地的商场看到，不少门

店都在开展促销活动。京东 MALL 重

庆店店长孙剑告诉记者，618 大促叠加

高考后窗口期，除手机、电脑、平板“传

统三件套”热销外，科大讯飞的学习机

和记事本、智能穿戴设备等产品销量

环比也实现 40％至 50％的大幅增长。

“高中毕业生有年轻人特有的求

新求质求变的消费偏好，当他们逐渐

成为独立消费决策者和市场重要参与

者，其偏好也在引导消费市场朝着个

性化、体验化发展，推动消费升级和

产品迭代。”安邦智库研究中心助理

研 究 员

夏日说。

“规划”
驱动，为“做更
好的自己”的“发
展型消费”成新热
点——

贵州省黄平民族中学

毕业生张青翕最近在忙着练

车。“高考结束后就来学车了，趁这

个暑假把驾照拿到手。拿到驾照后，我

准备和朋友结伴出游，去看看以前只在

书上见识的美景。”张青翕说，在她学车

的驾校，每天有近百名高考完的学生来

练车。

与驾校同样火爆的还有健身房，拳

击、普拉提等特色课程备受欢迎。北京

市西城区一家社区的健身房 6月份迎来

会员到店高峰。“每天都接到很多咨询电

话，不少新会员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希望

利用暑期集中开展系统性训练，以更好

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迎接大学生活。”

健身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不少高考毕业生还选择在较

长的暑期进行近视矫正、牙齿矫正等，

不少医美商家也推出高考毕业生专属

优惠。

美团数据显示，高考后首周，近视手术

订单量环比增长 108％，牙齿矫正和美

白订单量环比均实现近 30％的增长，高

考后的“00后”是主力人群。

“‘考后经济’是一场青春的消费

热潮，也是观察年轻人消费趋势的重要

窗口。”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

济系主任龙少波说，“考后经济”不只是

一次爆发性消费，政府和企业等要更

好捕捉需求，强化优质供给，打造长效

机制，将短期能量转化为长期引擎，进

一步带动整体消费提质升级。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 6月 19 日电（记者

李唐宁 丁雅雯）被称为“史上最长 618”
的电商大促活动刚刚落下帷幕。记者

采访了解到，由于筹备充分、周期拉长

等原因，今年大促期间快递行业中转及

揽派的压力并不大，往年因大量爆单造

成的运力不足或者配送延迟的情况基

本消失。头部快递企业从揽收、运输、

分拣等环节综合发力，消费者配送体验

更加稳定，全国日均快递业务量超过

5.5亿件。

今年的“618”活动从 5 月中旬开

始，至 6 月 18 日止，时长超过一个月。

国

家 邮 政

局数据显示，

叠加“五一”、端

午假期，5 月快递业

务量完成 173.2 亿件，同

比增长 17.2％。

快递业务量的高速增长来自于消

费市场活力的直接推动，反过来，快递

经济也会带动形成产业的“引力场”。

五六月份正值樱桃、荔枝等时令

水果上市，为了让农产品“鲜达餐桌”，

快递业打通了“618”绿色快线。中通快

递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公司粤西（化

州）总部自去年投运以来，逐渐成为粤

西农产品销售的重要纽带，“618”大促

开始前，中通已提前在茂名的高州荔

枝主产区布局 7 辆专车，打造“枝头鲜

果直达分拣线”，过去一个月，超 20 万

件茂名荔枝鲜果包裹通过中通快递网

络销往全国。当地果农表示：“现在荔

枝能在家门口交寄，发往上海的损耗

少了近三成。”

顺丰速运使用冷链技术助力甘

肃天水的樱桃运输，冷链三轮车、专属

冷笼、无人车共同“加持”，打造了从产

地采摘、预冷处理、智能仓储、精准温

控、末端配送的全链路方案。极兔速递

寄递网络已覆盖了全国超过 23 万个行

政村，“618”期间公司通过优化前端揽

收，进一步推迟了截单发货时间，让商

家有更充足的时间打包；“兔优达”定制

服务也可以确保农产品的优先揽收、优

先中转和优先派送。

同时，热门区域的快递转运中心、

网点和云仓普遍增加了人员和车辆储

备，保证运力。以极兔速递郑州仓为例，

日峰值订单处理近 10万单，“618”高峰期

可以做到 12 小时内出库。在内蒙古赤

峰，韵达速递网点针对小米等农产品推

出“日常＋高峰”双模式揽收，并配置 4.2
米货车深入 132个乡镇上门集货，“上午

打包的小米，下午就已发往全国。”

技术提升也为今年电商大促期间

的快递服务带来改变，尤其是末端配送

环节的智能化有明显升级。

“今年的‘618’可能是快递行业史

上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年。”中通快递首

席技术官杨文表示，随着无人化技术在

快递各环节的扩大应用，无人车的投放

密度明显增加，通过“人机协同”减少了

投递时间。同时，在 AI助力下，企业能

更好优化资源分配、动态调整线路，不

仅能从容应对业务量增长，还能实现物

流降本增效。目前，中通快递全网已有

超 250 个网点的约 1000 辆无人车投入

运营，覆盖全国 180多个城市。

从购物商超到田间地头，从新鲜的

农产品到精密的电子设备，快递链接了

生产制造和消费。专家表示，更好发挥

快递经济的“引力场”作用，有利于扩大

消费需求，更有利于提升实体经济运行

效率和竞争力。

“快递高效运行产生的强大吸引

力，带动了实物流、资金流、商流和信息

流的融合联动，已成为产业间、区域间

联系的重要纽带。”国家邮政局原局长

马军胜表示，快递经济发挥了实体经济

的“筋络”作用，对优化产业结构，畅通

经济运行意义重大。未来，应继续加强

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和冷链快递

网络建设，提升农业供应链一体化服务

能力。推进与关联产业协同布局集聚

发展，发展特色产业集群。

“考后经济”升温，
透出青年消费新趋势

新华社记者 潘德鑫 李晓婷 吉宁

“小包裹”的引力场：

快递经济赋能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