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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本周恰逢端午佳节，我们依据高频数据，梳理假期出行、假期消费、房地

产销售、外需出口四个维度的变化。 

 1、端午假期出行客流总体恢复，略强于五一表现。值得关注的特征：1）

公共交通出行恢复程度弱于自驾出行。据交通运输部数据，端午假期全国

旅客发送量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近九成，但相比 2019 年端午假期低逾两

成；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较去年端午假期增四成，相比 2019 年农历

假期高四分之一。新冠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家庭优选自驾出行，或使旅

客发送量数据“低估”出行恢复情况。2）重点景区及商场客流同比回暖。

据百度地图出行大数据统计，端午节期间全国重点旅游景区的平均客流指

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80.3%（强于五一假期 34.6%的增速）；全国重点购物

中心的平均客流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44.8%（强于五一假期9.1%的增速）。

3）“出境游”客流进一步恢复。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端午节期间全国

边检机关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 132.1 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约 2.3 倍，

恢复至 2019 年端午节的 64.6%，恢复程度强于今年春节及五一假期。 

 2、端午假期国内消费表现尚可。1）旅游消费延续复苏势头，但恢复程度

不及五一。据文旅部按可比口径测算，2023 年端午假期国内旅游人次、

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 年端午的 112.8%、94.9%，恢复程度均弱于

2023 年五一假期。结合端午假期客流恢复略强于五一的情况看，制约国

内旅游消费恢复的“堵点”仍在于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相比 2019 年，

端午假期旅游出行恢复“量”强于“价”。一方面，旅游服务价格偏弱。

据去哪儿网数据，端午期间机票和酒店的价格分别较五一假期下降二成以

上、下降近三成。另一方面，今年端午假期时点较迟，暑期出行高峰对“量”

形成支撑，但青年消费水平不高有所拖累。2）电影票房表现亮眼。2023

年端午档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含服务费）较 2019 年端午档高 15.7%。得

益于疫情“乙类乙管”，今年端午假期的观影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

附近，同时电影票价显著增长，使得端午档电影票房收入明显强于 2019

年同期。3）商贸零售继续修复。今年端午假期期间，8 个省市重点监测商

贸流通企业的营收大多有所恢复，其中位数较 2019 年端午假期增 9.5%，

较 2022 年端午假期增 12.3%。 

 3、地产销售疲弱。本周样本城市新房、二手房成交面积均在去年同期的

半数左右。除却端午节假期的扰动，去年疫后积压需求释放也抬升了基数。 

 4、出口依然承压。外需收缩对我国出口的拖累持续。本周公布的 6 月欧

元区、美国制造业 PMI均进一步下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继续下跌。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力度及效果不及预期，海外发达经济体衰退程度超

预期，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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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期出行客流恢复 

1、铁路航空客流高增 

公共交通出行同比恢复，但仍较 19年同期低两成。据交通运输部统计，2023年端午假期（6 月 22 日-6月 24 日）全国共

计发送旅客 1.4亿人次，农历同比增长 89.1%，但较 2019年端午假期下降 22.8%。旅客发送量主要统计通过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的人次, 可细分为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四种出行方式。分出行方式看，端午假期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四种交通

运输工具的日均旅客发送量均强于去年端午假期，其中铁路、民航的旅客发送量还略强于2019年端午假期。 

新冠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家庭优选自驾出行，这使以旅客发送量衡量的出行恢复数据总体弱于 2019年同期。据交通运输

部统计，2023年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总流量、客车流量和小客车流量均较 2019年端午假期高两成以上，恢复程度略强于

2023年五一假期。 

图表1 2023年端午假期铁路、民航旅客发送量强于 19年  图表2 2023 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客车出行较快增长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2、百度客流指数提升 

据百度地图路况大数据，2023年端午节期间（6月 22日至 6月 24日），1）百度迁徙指数（主要利用百度地图定位展现人

口的迁徙情况）较 2020 年-2022 年端午假期的均值水平分别高 42%、44%和 65.3%；2）全国重点旅游景区的平均客流指

数较去年同期上升80.26%，强于五一假期34.58%的增速水平；3）全国重点购物中心的平均客流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44.79%

强于五一假期 9.12%的增速水平。 

图表3 从百度迁徙指数看，2023年端午假期出行情况强于近三年端午假期 

 

资料来源：百度大数据平台，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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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端午假期全国重点旅游景区客流指数较去年同期高 80% 

  

资料来源：百度大数据平台，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端午假期全国重点购物中心客流指数较去年同期高 45% 

  

资料来源：百度大数据平台，平安证券研究所 

 

3、“出境游”客流进一步恢复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2023 年端午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 132.1 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约 2.3

倍，恢复至 2019年端午节的 64.6%，比今年五一期间有进一步恢复。疫情防疫“乙类乙管”之后，航空交通稳步恢复，签

证和口岸通关政策便利程度提升，使得端午节假期入出境旅游达到了2020年以来的峰值。 

图表6 2023 年主要假期入出境旅游情况  图表7 港澳台及国际执行航班环比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 国家移民管理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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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期消费表现尚可 

1、旅游消费恢复斜率放缓 

端午旅游同比延续复苏势头，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端午假期国内旅游出游 1.06亿人次，同比增长 32.3%，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11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3.10亿元，同比增长 44.5%，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年

同期的 94.9%。若以 2019年为基准，2023年端午假期旅游出行人次、旅游收入的恢复率弱于 2023年五一假期，表明旅游

业恢复斜率放缓。结合端午假期客流恢复略强于五一的情况看，制约国内旅游消费恢复的“堵点”仍在于人均收入及消费

水平。 

图表8 2023年端午节出行人次、旅游收入的恢复率（相比 2019年）弱于2023年五一假期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相比 2019年，端午假期旅游出行恢复“量”强于“价”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旅游服务价格偏弱。据去哪儿旅行网数

据1，2023年端午节假期出行人数增加，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量超过 2019年同期二成，国内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超过 2019

年同期 1.6倍；但价格表现偏弱，机票价格较五一假期下降二成以上，酒店价格较五一假期降低近三成。另一方面，今年端

午假期时点较迟，暑期出行高峰临近对“量”形成支撑，但青年人均消费水平不高有所拖累。18-23岁的大学生群体机票预

订量增长明显，90后（24-33岁）旅客群体占比最高，达到 32%，两者相加占比超过四成。 

图表9 2023 年端午假期出行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去哪儿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1 https://new.qq.com/rain/a/20230624A056V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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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影票房表现亮眼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3年端午档（6月 22日至 6月 24日），全国电影票房收入为 9.09亿元，较去年端午档高 4.1倍，

较 2019年端午档高 15.7%，取得了影史端午档票房第二的成绩（略低于 2018年端午档的 9.12亿元）。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2023年端午档观影人次约 2247万，较去年端午档高 3.4倍，较 2019年端午档高 0.7%；电影平均票价（含服务费）为 40.4

元，较去年端午档高 16%，较 2019 年端午档高 14.8%。得益于疫情“乙类乙管”，今年端午假期的观影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附近，同时电影票价显著增长，使得端午档电影票房收入明显强于 2019年同期。 

图表10 2023 年端午档票房收入较 2019 年同期高 15.7%  图表11 今年端午档电影票价较高，观影人次略高于 19年 

 

 

 

资料来源: 灯塔专业版,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灯塔专业版，平安证券研究所 

 

3、商贸零售继续修复 

端午假期期间，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零售、餐饮等）营业收入大多有所恢复。从我们统计的 8个省份看，重点监测企业

假期销售较 2019年同期增速的中位数为 9.5%，较 2022年同期增速的中位数为12.3%。 

图表12 2023 年春节期间，部分省、市春节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零售、餐饮等）的营收增长 

 

资料来源：各省、市商务厅，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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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产销售疲弱 

本周商品房销售面积表现偏弱，受到端午节假期扰动，去年同期疫后积压需求释放对基数也有一定抬升。本周 57个样本城

市新房销售基本持平于低位，不及去年同期的半数；15个样本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较快下滑，略高于去年同期的半数。 

图表13 57个样本城市新房销售处于低位 图表14 15个样本城市二手房销售面积较快下滑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出口依然承压 

发达区域外需收缩对我国出口的拖累持续，本周公布的 6 月欧元区、美国制造业 PMI 均进一步下行。主要航线中，美西、

欧洲、东西非、南美、东南亚的运价均下跌，仅澳新航线运价微升。 

图表15 2023 年 6 月美国、欧元区制造业 PMI初值下滑 图表16 本周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环比下跌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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