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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春运跨区人流高于往年，出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口流动“变局”，呈现了怎样的经济图景，或有哪些影响？ 

一问：春运客流，反映哪些新变化？人口迁徙距离有所缩短，中西部地区人口聚集力提升 
2024 年春运跨区人流量高于往年，但人口迁徙距离有所缩短。春节前全社会跨区流动量较为“平淡”，“黄金周”开启

后旅游出行人流明显增多，带动跨区人流量大幅提升。春运前20日，平均跨区人流分别较2023、2019年同期增长13.9%、

11.1%；分运输方式看，自驾出行显著增多，反映远距离出行的旅客发送量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43%。 

分区域看，合肥、长沙等中部强省会城市人口聚集力提升，春节前净迁出规模高于往年。2024 年春节前，合肥、长沙

净迁出指数位于全国前列，分别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7.3%、5%，指向该地区人口聚集力提升。相比之下，广州、上海、

北京等一线城市净迁出指数更高，但强度有所减弱，分别较 2023 年同期下降 0.2%、7.9%、10.3%。 

以成都、郑州为代表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春节前迁入、迁出强度双低，当地人口或更多留在本地就业。2024 年春节

前，多数城市迁徙强度显著提升，而成都、郑州人员跨区流动强度偏低，迁出指数分别较 2023 年同期回落 3.1%、2.3%。

与此同时，郑州、成都的省内迁徙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指向当地人口返乡目的地集中在省内。 

二问：短途迁徙更多，有何原因？老龄化削弱外出务工意愿，中部发展加快、人口虹吸强化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民工平均年龄上升、外出务工意愿下滑，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人口迁徙距离或随之缩短。2023

年我国外出农民工近 3 亿人，是跨区出行的主力人群。2011-2022 年，农民工老龄化程度加深、50 岁以上人数占比上

升 14.9 个百分点至 29.2%，外出务工意愿随之下滑、人数占比下降 4.6 个百分点至 58.1%。 

中部地区产业政策扶持力度较大，汽车等代表性行业增长较快，人才需求增多、人口“虹吸”效应随之强化。近年来

东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中部政策扶持力度加大，部分产业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以安徽为例，2023 年汽车、电器机

械、运输设备增加值分别录得 33.9%、20%、19.4%的高增长。伴随产业发展，当地人力需求增多、引进人才力度较大。 

疫情期间东部发达地区亏损企业数量增加、就业压力相应上升，外来人口净迁入强度有所减弱。2023 年前三季度，亏

损上市企业较 2019 年增加 562 家，东部地区占比 65.7%，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设备、橡胶塑料、非金属制品等吸纳就业

人数占比较高的制造业。2023 年，山东、天津等地新增城镇就业较 2019 年回落，安徽、湖北等地有所增长。 

三问：人口流动“变局”，或有哪些影响？中西部产业集聚度、消费活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中西部人口回流有助于提升当地产业集聚度，配合政策加码，或进一步强化人才吸引力。近年来，四川、安徽等地产

业集聚度持续提升，较东部地区差距有所缩短。2024 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安徽、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在三大任务中

明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政策有望加码、带动产业承接能力增强、进一步提升人才吸引力。 

人口集聚有利于促进当地消费，进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形成正循环。2023 年，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人口集聚

力提升省份，社零两年复合同比分别为 4.4%、5.6%、4.2%、5.8%，高于全国水平的 3.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

复合同比分别为 5.7%、6.8%、5.9%、5.8%，高于全国水平的 5.66%。 

经济活跃度改善地区，汽车等大宗消费亦呈现较快增长。伴随中西部等地活跃人口增加，商务活动、自驾出行需求增

多，当地汽车消费也有明显提升。2023 年成都、郑州、重庆、武汉汽车销量均突破 40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 14.7%、

29.3%、10.9%、9.3%；对应城市车流量增加，2023 年日均拥堵延时指数分别同比增长 6.6%、7.3%、6.0%、10.7%。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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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点思考：人口流动下的经济图景 

2024 年春运跨区人流高于往年，出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口流动“变局”，呈现了怎样
的经济图景，或有哪些影响？本文梳理，供参考。 

1.1 一问：春运客流，反映哪些新变化？ 

2024 年春运跨区人流量高于往年，但人口迁徙距离有所缩短。受部分行业停工较早，务
工人员提前返乡等影响，2024 年春节前全社会跨区流动量较为“平淡”；春节“黄金周”
开启后旅游出行人流明显增多，带动跨区人流量大幅提升。春运前 20 日，平均跨区人流
分别较 2023、2019 年同期增长 13.9%、11.1%。不同运输方式中，公路非营业性小客车客
运（自驾）出行量显著增长，占比升至 82.2%、较 2019 年大幅上行 15.5 个百分点；反映
远距离出行的旅客发送量较 2019年同期下滑 43%，指向人口迁徙距离较疫情前有所缩短。 

图表1：2024 年春运全社会跨区流动量高于往年  图表2：2024 年旅客发送量约为 2019 年同期六成 

 

 

 

来源：交通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2024 年春运自驾出行占比显著提升  图表4：2024 年春节期间旅游消费明显升温 

 

 

 
来源：交通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分区域看，合肥、长沙等中部强省会城市人口聚集力提升，春节前净迁出规模高于往年。
2024 年春节前（农历腊月十六至腊月三十，即春运前 15 日），以合肥、长沙为代表的中
部强省会城市净迁出指数位于全国前列，分别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7.3%、5%，指向相关地
区人口聚集力提升。相比之下，广州、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净迁出指数更高，但强度有
所减弱，分别较 2023 年同期下降 0.2%、7.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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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4 年中西部强省会城市净迁出指数较高  图表6：2024 年中西部强省会城市净迁出指数同比提升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7：2024 年春节前合肥净迁出指数高于去年  图表8：2024 年春节前西安净迁出指数高于去年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以成都、郑州为代表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春节前迁入、迁出强度双低，当地人口或更多
留在本地就业。疫情平稳转段后外出务工人群增多，2024 年春节前多数省会城市及直辖
市跨区迁入、迁出指数同比显著提升。而以成都、郑州为代表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人员
跨区流动强度偏低，迁入指数分别较 2023 年同期小幅上涨 1.2%、下降 4.2%，迁出指数分
别回落 3.1%、2.3%。与此同时，郑州、成都的省内迁徙比重明显较高。2024 年春节前，
郑州市 68.6%的迁入人口、82.6%的迁出人口来自河南省内，主要分布在开封、新乡等地；
成都市 69.4%的迁入人口、76.2%的迁出人口来自四川省内，主要分布在德阳、眉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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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4 年春节前，成都、郑州的迁徙强度偏低  图表10：2024 年春节前，成都、郑州省内迁徙占比较高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度地图慧眼、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1：春节前成都迁入目的地、迁出来源地多为本省  图表12：春节前郑州迁入目的地、迁出来源地多为本省 

 

 

 

来源：百度地图慧眼、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度地图慧眼、国金证券研究所 

 

1.2 二问：短途迁徙更多，有何原因？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民工平均年龄上升、外出务工意愿下滑，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人口
迁徙距离或随之缩短。2023 年，我国农民工群体接近 3 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 1.8 亿
人、占 16-59 岁人口比重达 20.4%，是全社会跨区出行的主力人群。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
增长较快，2022 年为 42.3 岁、其中 50 岁以上人数占比 29.2%，分别较 2011 年显著上升
6.3 岁、14.9 个百分点。随着农民工老龄化程度加深，其外出务工意愿明显下滑，2022
年占比为 58.1%、较 2011 年回落 4.6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河南、四川、河北、
湖南、安徽等农村劳务输出大省，未来人口迁出或进一步减弱、当地人口聚集力趋于强化。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北
京

海
口

上
海

哈
尔
滨

昆
明

杭
州

广
州

拉
萨

沈
阳

福
州

天
津

南
昌

南
京

济
南

重
庆

石
家
庄

兰
州

长
春

西
安

太
原

武
汉

南
宁

呼
和
浩
特

成
都

长
沙

乌
鲁
木
齐

贵
阳

银
川

郑
州

合
肥

西
宁

2024年春节前各城市迁入、迁出指数同比

迁出指数同比 迁入指数同比

(%)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郑
州

南
宁

贵
阳

济
南

太
原

长
沙

成
都

昆
明

合
肥

海
口

南
昌

呼
和
浩
特

乌
鲁
木
齐

武
汉

兰
州

拉
萨

沈
阳

西
安

石
家
庄

银
川

西
宁

长
春

广
州

福
州

哈
尔
滨

南
京

杭
州

2024年春节前各城市省内迁入、迁出占比

省内迁入 省内迁出

(%)

0

2

4

6

8

10

12

德
阳

眉
山

重
庆

绵
阳

资
阳

南
充

乐
山

阿
坝

遂
宁

内
江

雅
安

2024年春节前成都市人口迁入、迁出分布情况

迁入来源地 迁出目的地

(%)

0

2

4

6

8

10

12

开
封

新
乡

洛
阳

许
昌

周
口

商
丘

焦
作

平
顶
山

南
阳

驻
马
店

安
阳

2024年春节前郑州市人口迁入、迁出分布情况

迁入来源地 迁出目的地

(%)



宏观专题研究报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8 
 

扫码获取更多服务 

图表13：2023 年我国外出农民工达 1.8 亿人  图表14：人口老龄化下，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较快上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5：农民工平均年龄与外出务工意愿“负相关”  图表16：河南、四川、河北等是农村劳务输出大省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中部地区产业政策扶持力度较大，汽车等代表性行业增长较快，人才需求增多、人口“虹
吸”效应随之强化。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叠
加近年来中部地区政策扶持力度较大，部分产业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2023 年，东部、
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 43.8%、29.9%，分别较 2017 年下降 0.8、上升 2.5 个百分
点。以安徽为例，多项产业政策扶持下，2023 年汽车、电器机械、运输设备增加值分别
录得 33.9%、20%、19.4%的高增长。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当地人才需求也会增多，2023
年安徽省人才需求目录中，先进制造等产业被列为重点领域、引进人才力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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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反映不同区域间产业转移  图表18：近年来安徽连续出台多项产业政策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地方政府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9：安徽省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保持高增长  图表20：2023 年安徽省人才需求目录 

 

 

 

来源：安徽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安徽人社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疫情期间东部发达地区亏损企业数量增加、就业压力相应上升，外来人口净迁入强度有所
减弱。2023 年前三季度，亏损上市企业较 2019 年增加 562 家，东部地区占比 65.7%，主
要集中在计算机设备、橡胶塑料、非金属制品等吸纳就业人数占比较高的制造业。2023
年，山东、天津、福建、江苏、北京等东部地区新增城镇就业人数较 2019 年回落较多，
安徽、湖北、云南等中西部地区新增城镇就业有所增加。 

图表21：2023 年前三季度东部地区新增亏损企业较多  图表22：东部新增亏损企业集中在计算机设备等行业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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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9
《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21—2023年）》

到2023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10%以上，零部

件就近配套率达到70%以上等。

2022/3/10
《安徽省支持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的若干政策》

支持通用机场及运输机场投资运营，建立低空飞行服务保障

体系，鼓励新开通航运输航线，提升通航研发制造水平等。

2022/3/14
《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倍

增行动方案》

到2025年实现专精特新企业梯队“3个倍增”，即：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5000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500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达50家。

2023/3/22

《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施方

案及支持政策》

从2023年起，每年新增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0家以上，

打造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100个，新增“数字领航

”企业、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200个，建设数字化改

造区域样板20个等。

2023/12/12
《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

群的指导意见》

力争3—5年时间，培育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世界级集群。

2022/6/10
《合肥市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若干政策》

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支持企业规模发展，支持产业生态营造

等

2022/7/2
《合肥市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支持产业研发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支持产业集聚发展等

2022/7/7
《合肥市加快推进空天信息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支持制造端规模化发展，支持在肥设立企业总部，支持提升

研发创新能力，支持创新及服务平台建设等

2022/7/8
《合肥市进一步促进光伏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支持项目建设，推进转型升级，激励扩大规模，鼓励技术创

新，支持分布式应用等

2022/7/14

《合肥市加快建设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支持产业技术研发，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支持头部

企业招引培育，支持产业载体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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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种植、养殖 √

制造业

汽车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

保、生物、新材料、智能家电、数字创意、纺织服装、绿色食

品、橡胶和塑料制造

√

金融业
保险、货币金融服务(包括银行等)、资本市场服务(包括证券

、基金等)、其他金融(包括信托等)
√

教育
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中职中专及技工院校、特殊教育学

校、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
√

卫生 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

文化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艺术、新闻和

出版发行(含事业单位等)、文旅休闲服务(含乡村旅游等)
√

采矿业 采矿

建筑业 工程勘察设计、建筑施工、装配式建筑

房地产业 房地产、物业服务

科学研究与技术

服务业
科技推广与应用服务、研究与实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利管理、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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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计算机设备、非金属制品等行业吸纳就业较多  图表24：2023 年东部多地新增就业较 2019 年有所回落 

 

 

 
来源：第七次普查数据、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地方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1.3 三问：人口流动“变局”，或有哪些影响？ 

中西部人口回流有助于提升当地产业集聚度，配合政策加码，或进一步强化人才吸引力。
从产业“专业化”视角看，东部地区集聚度更高，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处于领先地位；
四川、安徽等地集聚度相对落后，但近年来有所上升。从产业“多样化”视角看，四川、
重庆、湖北等地集聚度具备一定优势，高于浙江、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2024 年地方政
府工作报告中，安徽、湖南、广西等中西部地区在三大任务中明确“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未来政策有望加码、带动产业承接能力增强、进一步提升人才吸引力。 

图表25：东部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度更加领先  图表26：成渝、湖北等地产业多样化集聚度具备一定优势 

 

 

 
来源：乔海曙等（2015）、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乔海曙等（2015）、国金证券研究所 

 

人口集聚有利于促进当地消费，进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形成正循环。2023 年，四川、
湖北、湖南、江西等代表性省份社零两年复合同比分别为 4.4%、5.6%、4.2%、5.8%，高
于全国水平的 3.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复合同比分别为 5.7%、6.8%、5.9%、5.8%，
高于全国水平的 5.66%。人口集聚还会带动接触性服务等场景消费需求，以及居民经营净
收入。2023 年，安徽、湖南、四川居民经营净收入两年复合同比分别为 6.6%、6.0%、5.9%，
高于全国水平的 5.4%。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计
算
机
设
备

金
属
制
品

通
用
设
备

非
金
属
制
品

电
气
机
械

纺
织

橡
胶
塑
料

皮
革
制
鞋

农
副
食
品

汽
车

专
用
设
备

文
教
工
体
娱

化
学
原
料

家
具

食
品

木
材

黑
色
加
工

造
纸

运
输
设
备

医
药

印
刷
业

酒
和
饮
料

有
色
加
工

设
备
修
理

其
他
制
造
业

仪
器
仪
表

石
油
煤
炭
加
工

废
弃
资
源

化
学
纤
维

烟
草

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

就业占比

-30

-25

-20

-15

-10

-5

0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海
南

安
徽

湖
北

云
南

辽
宁

青
海

河
北

宁
夏

广
东

内
蒙
古

重
庆

广
西

陕
西

四
川

山
西

北
京

甘
肃

江
苏

福
建

吉
林

天
津

山
东

河
南

黑
龙
江

万人万人 新增城镇就业情况

2019 2023 较2019年变化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0.5

1.0

1.5

2.0

2.5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产业专业化集聚度

上海 江苏 广东
安徽(右轴) 江西(右轴) 四川(右轴)

2

3

4

5

6

7

8

9

10

11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产业多样化集聚度

上海 浙江 广东
湖北 重庆 四川



宏观专题研究报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1 
 

扫码获取更多服务 

图表27：四川、湖北等中西部地区社零增长快于全国  图表28：四川、湖南等地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长快于全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29：四川、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全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济活跃度改善地区，汽车等大宗消费亦呈现较快增长。伴随中西部等地活跃人口增加，
商务活动、线下消费带动自驾出行需求增多，当地汽车消费也有明显提升。2023 年成都、
郑州、重庆、武汉汽车销量均突破 40 万辆，位列全国前 10，分别同比增长 14.7%、29.3%、
10.9%、9.3%；对应城市车流量增加，2023 年日均拥堵延时指数分别同比增长 6.6%、7.3%、
6.0%、10.7%，涨幅位于全国相对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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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2023 年成都、郑州等地汽车销量突破 40 万辆  图表31：2023 年中西部日均拥堵延时指数有所增加 

 

 

 

来源：地方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春运客流，反映哪些新变化？2024 年春运跨区人流量高于往年，但人口迁徙距离有
所缩短。分区域看，合肥、长沙等中部强省会城市人口聚集力提升，春节前净迁出规模高
于往年。以成都、郑州为代表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春节前迁入、迁出强度双低，当地人
口或更多留在本地就业。 

（2）短途迁徙更多，有何原因？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民工平均年龄上升、外出务工意
愿下滑，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人口迁徙距离或随之缩短。中部地区产业政策扶持力度较大，
汽车等代表性行业增长较快，人才需求增多、人口“虹吸”效应随之强化。疫情期间东部
发达地区亏损企业数量增加、就业压力相应上升，外来人口净迁入强度有所减弱。 

（3）人口流动“变局”，或有哪些影响？中西部人口回流有助于提升当地产业集聚度，配
合政策加码，或进一步强化人才吸引力。人口集聚有利于促进当地消费，进而带动居民收
入增长，形成正循环。经济活跃度改善地区，汽车等大宗消费亦呈现较快增长。 

 

2、生产高频跟踪：工业生产相对稳定，建筑业停工特征凸显 

上游生产方面，高炉开工小幅回升、社会库存持续增加。春节前 1 周（02 月 04 日至 02
月 10 日），高炉开工率保持稳定、较前周小幅增加 0.3%；但钢材消费市场延续淡季特征、
表观消费环比减少 13.8%、降幅较前周走扩 7.5 个百分点。供强需弱特征延续，社会库存
继续上涨、环比增加 10.6%、较前周走扩 1.0 个百分点；全国 247 家钢厂盈利率环比微跌
0.03 个百分点，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32：春节前 1 周，全国高炉开工率小幅回升  图表33：春节前 1 周，钢材周表观消费持续减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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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春节前 1 周，钢材社会库存继续上行  图表35：春节前 1 周，钢厂盈利率微跌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中游生产表现相对分化，化工链开工率维持稳定，汽车链开工率季节性回落明显。春节前
1 周（02 月 04 日至 02 月 10 日），纯碱集中补库，开工率环比增加 0.3%、较去年农历同
期减少 1.8 个百分点。PTA 供给小幅回升，开工率环比增加 0.4%、较去年农历同期增加
14.2 个百分点；但下游需求偏弱，对应涤纶长丝开工率进一步下滑、环比减少 1.9%、较
去年农历同期增加 29.8 个百分点。此外，汽车半钢胎开工率季节性下滑特征明显、环比
减少 25.1%、较前周走扩 20.2 个百分点。 

图表36：春节前 1 周，纯碱开工率延续回升  图表37：春节前 1 周，国内 PTA 开工率小幅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8：春节前 1 周，涤纶长丝开工率有所下滑  图表39：春节前 1 周，汽车半钢胎开工率季节性下滑明显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主要工业金属开工季节性下滑特征明显、库存显著提升。春节前 2 周（01 月 28 日至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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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3 日），铝行业、铜杆开工率均有明显走弱、分别环比减少 4.2 个百分点至 55.5%、13.4
个百分点至 62.0%，是去年农历同期的 90.4%、126.5%。库存方面，电解铝、社铜库存回
补明显，分别较前周增加 8.0 个百分点至 47.2 万吨、18.0 个百分点至 11.2 万吨。 

图表40：春节前 2 周，铝行业平均开工率明显回落  图表41：春节前 2 周，电解铜开工率显著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2：春节前 2 周，电解铝现货库存有所回升  图表43：春节前 2 周，社铜库存持续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建筑业方面，水泥产需淡季特征凸显，周内价格持续回落。春节前 1 周（02 月 04 日至 02
月 10 日），全国粉磨开工率、水泥出货率延续季节性回落态势，降幅显著、分别较前周减
少 16.3 个百分点至 1.1%、15.3 个百分点至 5.6%，是去年农历同期的 26.8%、79.3%。供
给偏弱，带动水泥库容比较前周微跌 0.1 个百分点、是去年农历同期的 91.4%；周内均价
进一步下滑、环比减少 0.8%。 

图表44：春节前 1 周，全国水泥粉磨开工率大幅下滑  图表45：春节前 1 周，水泥出货率明显减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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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6：春节前 1 周，水泥库容比略有回落  图表47：春节前 1 周，水泥价格进一步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玻璃生产维持韧性、表观消费季节性回落明显，沥青开工率大幅下滑、处于近年低位。春
节前 1 周（02 月 04 日至 02 月 10 日），玻璃生产维持韧性、周产量与上周持平、是去年
农历同期的 109%；表观消费则季节性回落、较上周减少 22%、是去年农历同期的 99.4%。
需求回落幅度较大使玻璃库存较前周增加 15.7%、是去年农历同期的 66.4%。此外，节前
基建开工整体偏弱，沥青开工率显著下滑，较前周减少 7.3 个百分点，是 2022 年、2023
年农历同期 67.3%、82.5%。 

图表48：春节前 1 周，玻璃产量与前周持平  图表49：春节前 1 周，玻璃周表观消费显著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0：春节前 1 周，玻璃库存有所增加  图表51：春节前 1 周，沥青开工率显著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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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求高频跟踪：新房成交降幅较大，跨区出行活跃度攀升，BDI 指数回升 

新房成交面积降幅较大、一线城市尤为明显。春节前 1 周（02 月 04 日至 02 月 10 日），
地产成交整体偏弱，全国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降幅较大、环比减少 21.8%。分城市看，
各线城市成交均有所下滑，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分别环比减少 39.9%、3.7%、27.6%。
此外，全国代表城市二手房成交也呈季节性回落特征、环比减少 3.2%，其中二线城市成
交下滑明显、较上周减少 8.8%。 

图表52：春节前 1 周，全国商品房成交环比回落  图表53：春节前 1 周，一线城市成交大幅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4：春节前 1 周，二线城市成交表现平平  图表55：春节前 1 周，三线城市成交也有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6：春节前 1 周，全国二手房成交季节性回落  图表57：春节前 1 周，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回落较为明显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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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整车货运流量跌幅接近 60%，陆路货运量、邮政业务量均有明显减少。春节前 1 周（02
月 05 日至 02 月 11 日），生产工作暂停，市场供需两弱，整车货运流量环比下跌 57.4%；
部分省市公路货运流量环比跌幅超过 60%，其中湖南、浙江、江西等省市跌幅较大、环比
分别减少 68%、66.2%、66.1%。陆路运输方面，铁路、公路货运量环比均有下降、分别减
少 11.2%、62.9%。同时，反映生活性消费需求的快递揽收、投递量也有大幅减少，环比
分别回落 79.5%、64.3%。 

图表58：春节前 1 周，全国整车货运流量大幅下滑  图表59：春节前 1 周，部分省市公路货运流量跌幅超 60% 

 

 

 

来源：G7、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G7、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60：春节前 1 周，铁路货运量显著下滑  图表61：春节前 1 周，高速公路货运量季节性回落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62：春节前 1 周，邮政快递揽收量季节性下滑  图表63：春节前 1 周，邮政快递投递量环比亦有明显回落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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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出行活跃度大幅提升，执行航班架次小幅回落。春节当周（02月 11日至 02月 16日），
旅游出行热度提升带动全国迁徙规模指数大幅增加、较上周上涨 22.1 个百分点，是 2022
年、2023 年农历同期的 87.8%、132.7%。相较之下，由于商务活动明显减少，国内、国际
执行航班架次小幅回落，分别较上周减少 1.3%、1.8%。 

图表64：春节当周，全国迁徙规模指数大幅提升  图表65：春节当周，执行航班架次小幅滑落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市内出行人数减少，地铁客流量、拥堵延时指数均有回落。春节当周（02 月 11 日至 02
月 16 日），全国样本城市地铁日均客流量延续回落、较上周减少 48.3%；其中北京、郑州、
深圳等城市地铁客流跌幅较为明显，分别较上周减少 59%、56.8%、53.7%。全国拥堵延时
指数也呈现季节性回落特征、环比减少 22.4 个百分点，其中武汉、太原、济南等城市的
市内拥堵情况缓解较为明显，分别较前周减少 33.7%、29.6%、28.9%。 

图表66：春节当周，全国样本城市地铁客流总量大幅减少  图表67：春节当周，样本城市地铁客流量均环比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68：春节当周，全国拥堵延时指数大幅下滑  图表69：春节当周，样本城市拥堵指数明显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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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房收入延续季节性回落，汽车消费环比小幅回落。春节前 2 周（01 月 29 日至 02
月 04 日），电影票房日均收入、场均观影人次延续回落、分别较前周减少 23%、22.5%，
处于近年低位。汽车消费方面，乘用车零售和批发五周平均销量环比小幅回落、分别减少
2.4%、3.5%。 

图表70：春节前 2 周，票房收入季节性回落  图表71：春节前 2 周，观影人数季节性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72：春节前 2 周，乘用车零售量环比小幅回落  图表73：春节前 2 周，乘用车批发量环比延续下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出口方面，CCFI 综合指数转为小幅回落，BDI 运价企稳回升。春节前 1 周（02 月 04 日至
02 月 10 日），集装箱市场运输需求总体平稳，市场运价小幅回落，CCFI 综合指数由涨转
跌、较前周回落 0.7 个百分点；其中，欧洲、地中海航线指数环比回落幅度较大，分别减
少 3.4、1.9 个百分点。春节当周（02 月 11 日至 02月 16 日），BDI 运价指数企稳回升、
较上周增加 6.3 个百分点，指向外需或有所回暖。 

图表74：春节前 1 周，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由涨转跌  图表75：春节前 1 周，欧洲航线运价明显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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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76：春节前 1 周，地中海航线运价有所回落  图表77：春节当周，BDI 运价指数企稳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海外形势变化对出口拖累加大、地产超预期走弱等。 

2、 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债务压制、项目质量等拖累政策落地，资金滞留金
融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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