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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春节假期旅游数据点评   
春节文旅市场“热辣滚烫”，全年热度持续可期 
  
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跨境游仍在加速修复。全年来看，出行
热度有望延续，旅游演艺、酒店餐饮、免税零售等相关产业链企业有望受益，
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支撑评级的要点 

 春节假期文旅消费实现开门红，出行人次与收入均创新高。超长春节假
期点燃旅游热，根据文旅部数据，24 年春节 8 天假期期间，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人次与总花费为 4.74 亿人次/6326.87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 19 年同
期增长 19.0%/7.7%；人均旅游花费为 1334.78 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19

年同期的 90.5%。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春节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流动
人次达 22.93 亿人，同比增 21.0%，同比 19 年同期增 27.9%。 

 名山大川火热依旧，文旅演艺精彩开局。一方面，名山大川景区春节表
现不俗，长白山景区假期共接待游客 7.61 万人次，同比增 137.81%；黄
山假期共接待 20.8 万游客，同比增 26.78%；峨眉山景区游客同比增
44.03%，门票收入同比增 54.05%；玉龙雪山三条索道接待游客同比增
48.02%；天目湖旗下景区入园人次同比增 61%。另一方面，文旅融合蔚
然成风，优质演艺节目受到追捧。春节期间，宋城演艺旗下 11 台“千古情”

合计演出 506 场，总接待游客量 272 万人次，总营业收入 2.2 亿元，“千
古情”单日最高上演 81 场，分别为 19 年同期的 251%、207%、189%、203%。 

 低线城市酒店预订显著增长，社交团聚带动线下餐饮消费。去哪儿平台
上热门城市酒店预订同比增 1.2 倍，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高星酒店预订同
比增幅达 1 倍以上。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5 日，全国多人
堂食套餐订单量较去年增长 161%，异地消费者贡献的订单量增长 186%。 

 供需两侧共同发力，离岛免税销售扭转颓势。需求侧，春节海岛进入旅
游旺季；供给侧，三亚海棠湾门店经营面积扩容；海口市政府投放 2.75

亿张、共计 1200 万元的离岛免税消费券。据海口海关统计，24 年春节假
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24.89 亿元，日均销售额为 3.11 亿元；
购物人数 29.77 万人次，日均购物人数 3.72 万人次；人均购物金额为 8358

元，同比仍未恢复至 23 年春节假期的水平，环比 24 年元旦有所回升。 

 国际航班加密叠加免签政策效应释放，跨境游加速修复。据航班管家数
据，24 年春节期间民航国际出港航班量日均恢复至 19 年同期的 70.8%。
据文旅部统计，春节假期我国出境游约 360 万人次，入境游约 323 万人
次。出境游方面，新马泰路线持续火热，携程数据显示，新马泰免签国
家旅游订单合计较 19 年增长超 3 成。入境游方面，入境游景区门票较 19

年增超 10 倍。中国单方免签政策效应显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
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增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游客增长明显。 

投资建议 

 超长春节假期引发国内文旅市场开门红，供给侧利好下跨境游恢复加
速。全年来看文旅市场有望延续火热态势，我们重点看好资源优质、运
营强劲、后续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的出行链及相关产业链公司：长白山、
黄山旅游、宋城演艺、天目湖、丽江股份、众信旅游、岭南控股、中青
旅、海昌海洋公园；受益于商旅客流复苏以及疫后市占率提高的连锁酒
店品牌君亭酒店、锦江酒店、首旅酒店；受益于促就业政策推动的科锐
国际，跨境游恢复有望推动机场免税恢复和市内免税新政加速推出，推
荐中国中免、王府井；承接餐饮宴会需求复苏的同庆楼；本地生活消费
老字号品牌豫园股份；境外展龙头米奥会展；演艺演出产业链公司锋尚
文化、大丰实业。 

评级面临的主要风险 

 出行需求复苏不足、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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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游： 

春节假期文旅消费实现开门红，出行人次与收入均创新高。超长春节假期点燃旅游热，根据文旅部

数据，24 年春节 8 天假期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 19

年同期增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 亿元，同比增长 47.3%，按可比口径较 19 年同期

增长 7.7%；人均旅游花费为 1334.78 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19 年同期的 90.5%。受政策、供给、宣

传等多重因素利好，居民出行意愿高涨，多项出行指标均创新高。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春节假期期

间，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次达 22.93 亿人，同比增 21.0%，同比 19 年同期增 27.9%。 

 

图表 1.国内假期旅游人次和收入恢复状况 

 

资料来源：文旅部，人民日报，中银证券 

 

图表 2.国内假期旅游人均收入恢复状况 

 

资料来源：文旅部，人民日报，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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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024 春节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时间 2024/2/10 2024/2/11 2024/2/12 2024/2/13 2024/2/14 2024/2/15 2024/2/16 2024/2/17 

铁路客运量（万人） 556.5 897.1 1123.9 1292.7 1424.5 1515.9 1528.8 1606.7 

环比(%) (32.6) 61.2 25.3 15.0 10.2 6.4 0.9 5.1 

同比 2023 年(%) 100.7 71.8 61.4 50.5 38.5 24.4 25.1 37.6 

同比 2019 年(%) 32.0 17.5 21.2 25.8 27.1 19.9 19.9 32.9 

公路客运量（万人） 18643 26164 26991 28479 28891 29654 28961 28872 

环比(%) 1.0 40.3 3.2 5.5 1.4 2.6 (2.3) (0.3) 

同比 2023 年(%) 22.3 21.0 16.5 16.7 8.7 0.8 34.4 53.5 

同比 2019 年(%) 28.0 24.4 22.0 26.5 25.0 22.4 35.8 49.7 

水路客运量（万人） 58.3 97.7 125.7 137.8 149.3 131.9 121.6 119.1 

环比(%) 3.0 67.7 28.7 9.6 8.4 (11.7) (7.9) (2.0) 

同比 2023 年(%) 35.2 42.2 100.6 52.4 52.7 79.5 32.5 46.1 

同比 2019 年(%) (51.4) (51.6) (53.2) (42.3) (41.5) (38.1) (42.8) (42.0) 

民航客运量（万人） 192.7 216.5 224.4 229.3 234.4 236.5 234.9 230.7 

环比(%) 7.2 12.3 3.6 2.2 2.2 0.9 (0.7) (1.8) 

同比 2023 年(%) 109.7 75.3 67.2 57.4 48.5 37.5 42.2 38.9 

同比 2019 年(%) 21.4 22.8 20.6 19.7 17.4 16.7 16.5 15.7 

总计（万人） 19450.5 27375.3 28465 30138.8 30699.2 31538.3 30846.3 30828.5 

环比(%) (0.4) 40.7 4.0 5.9 1.9 2.7 (2.2) (0.1) 

同比 2023 年(%) 24.2 22.6 18.3 18.2 10.2 2.1 34.0 52.4 

同比 2019 年(%) 27.4 23.4 21.2 25.8 24.4 21.8 34.1 47.5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中银证券 

 

重点省市监测： 

多省市旅游出行人次全面超出疫前水平。春节假期期间，湖北省 A 级旅游景区游客人次较 23 年、

19 年同比分别增长 40.05%、70.38%。内蒙古全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收入分别为 19 年可比口径的 5.11

倍和 6.46 倍。北京市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较 19 年同期分别增 25.7%、27.4%。江苏省游客人次

和旅游收入较 19 年同期分别增 42.4%、37.6%。文旅消费额位居全国第一。 

 

图表 4.国内部分省市 2024 年春节旅游市场状况 

省市 春节假期旅游情况 

湖北省 
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1402.26 万人次，较 2023 年、2019 年同比分别增长 40.05%、70.38%，星级饭

店平均出租率达 61.28%，较 2023 年、2019 年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同比分别增长 9.40pct、11.27pct 

湖南省 
全省共接待游客 3686.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其中省外游客 1244.64 万人次、占比 33.77%；过夜游客平

均停留 2.87 天 

内蒙古 
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3140.55 万人次，是 2023 年的 5.76 倍，是 2019 年可比口径的 5.11 倍。实现旅游收入 221.22

亿元，是 2023 年的 7.63 倍，是 2019 年可比口径的 6.46 倍 

重庆市 
纳入统计的全市过夜游客接待量为 238.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9%。截至 2 月 17 日 18 时，130 家纳入监测

统计的 A 级景区春节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068.5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 104.3% 

上海市 
本市共接待游客 1675.95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50%，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为 191.22 亿元；星级饭店平均客房

出租率为 53%，同比增长 15pct 

北京市 
全市接待游客 1749.5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37.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5.7%；旅游收入 286.5 亿元，

同比增长 40.6%，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7.4% 

江苏省 

共接待游客 5548.18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41.24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 2023 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 47.8%和

36.8%，较 2019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 42.4%和 37.6%。文旅消费额达 153.75亿元，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 11.5%，

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省 
累计接待游客 3032.6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上年增长 25.3%；全域旅游收入 437.6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上年

增长 38.9%，较 2019 年增长 29.9% 

资料来源：各省市文旅厅，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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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景区监测： 

名山大川火热依旧，文旅演艺精彩开局。一方面，名山大川景区春节表现不俗，长白山假期景区共

接待游客 7.61 万人次，同比增 137.81%；黄山假期共接待 20.8 万游客，同比增 26.78%；峨眉山景区

游客同比增 44.03%，门票收入同比增 54.05%；玉龙雪山三条索道接待游客同比增 48.02%；西湖游

客量同比 19 年增 23.72%；九寨沟春节呈现淡季不淡，共接待游客 17.26 万人次；天目湖旗下景区入

园人次同比增 61%。另一方面，文旅融合蔚然成风，优质演艺节目受到追捧。春节期间，宋城演艺

旗下 11 台“千古情”合计演出 506 场，总接待游客量 272 万人次，总营业收入 2.2 亿元，“千古情”单

日最高上演 81 场，分别为 19 年同期的 251%、207%、189%、203%。其中，《广东千古情》于大年

初一首次出演，假期共接待游客 41 万人次，连续多日单日上演 9 场，打破新开业“千古情”单日场次

的多项记录。 

 

图表 5.国内部分景区 2024 年春节旅游市场状况 

景区 春节假期旅游情况 

长白山 长白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7.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7.81% 

黄山 共接待 20.8 万名游客，同比增长 26.78% 

峨眉山 
峨眉山景区接待游客 40.03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增长 97.13%，同比 2023 年增长 44.03%；门票收入 3085.13

万元，同比 2019 年增长 16.03%，同比 2023 年增长 54.05% 

玉龙雪山 
三条索道共计接待游客 19.13 万人次，较 2023 年春节增长 48.02%；印象丽江接待游客数量 6.3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67.41% 

宋城演艺 
11 台“千古情”合计演出 506 场、是 2019 年同期的 251%，总接待游客量 272 万人次、是 2019 年同期的 207%，

总营业收入 2.2 亿元、是 2019 年同期的 189% 

九寨沟 九寨沟景区共接待游客 17.26 万人次，实现淡季游客接待量的重大突破 

杭州西湖 共接待客流量 504.41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比增长 23.72% 

天目湖 景区入园人次同比 23 年增 61%，同比 19 年增 385% 

资料来源：长白山管委会，黄山管委会，峨眉山管委会，Wind，宋城演艺公众号，九寨沟景区官网，浙江省文旅厅，中银证券 

 

酒店餐饮: 

低线城市酒店预订显著增长，社交团聚带动线下餐饮消费。去哪儿平台上热门城市酒店预订同比增

1.2 倍，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高星酒店预订同比增幅达 1 倍以上，热门目的地和景区附近"一房难求"。

其中，亲子酒店、温泉酒店及电竞主题房、影音主题房等特色主题房型增长明显，同比分别增长 60%、

55%、96%、104%。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5 日，全国多人堂食套餐订单量较去年

增长 161%，异地消费者贡献的订单量增长 186%。其中，上海堂食消费最旺，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

近 150%。 

免税： 

供需两侧共同发力，离岛免税销售扭转颓势。需求侧，春节海岛进入旅游旺季；供给侧，三亚海棠

湾门店经营面积大幅扩容；海口市政府投放 27500 万张、共计 1200 万元的离岛免税消费券。据海口

海关统计，2024 年春节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24.89 亿元，日均销售额为 3.11 亿

元；购物人数 29.77 万人次，日均购物人数 3.72 万人次；人均购物金额为 8358 元，同比仍未恢复至

23 年春节假期的水平，环比 24 年元旦有所回升。 

 

图表 6. 22 年以来假期离岛免税销售状况 

  22 元旦 23 元旦 23 春节 23 五一 23 端午 23 国庆 24 元旦 24 春节 

购物金额（亿元） 6.00 4.22 15.60 8.83 2.60 13.30 4.75 24.89 

日均销售额(亿元） 2.00 1.41 2.23 1.77 0.87 1.66 1.58 3.11 

Yoy(%) 9.70 (29.67) 5.88 120.00   117.00 12.56 39.61 

购物人数（万人） 6.16 4.30 15.70 10.90 4.37 17.00 6.57 29.77 

日均购物人数(万人） 2.05 1.43 2.24 2.18 1.46 2.13 2.19 3.72 

yoy(%) (18.95) (30.20) 9.51 158.00   143.00 52.79 65.92 

客单价（元） 9740.0  9816.0  9959.0  8100.9  5949.7  7823.5  7228.0  8358.0  

购物件数（万件） 73.90 47.60             

yoy(%) 9.74 (35.59)             

天数 3 3 7 5 3 8 3 8 

资料来源：海口海关，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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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游： 

国际航班持续加密，跨境游加速修复。国际航班仍在持续恢复，据航班管家数据，24 年春节期间民

航国际出港航班量为 6051 班次，日均恢复至 19 年同期的 70.8%，出港区域主要集中在东亚与东南

亚，新加坡、阿联酋、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航班恢复率已超 100%。据文旅部统计，24 年春节

假期我国出入境旅游约 683 万人次，其中出境游约 360 万人次，入境游约 323 万人次。 

新马泰路线持续火热，免签政策效应显著。去哪儿平台上，春节期间前往新加坡的机票预订量同比

增 29 倍，吉隆坡同比增 20 倍，曼谷同比增 16 倍。飞猪数据显示，新西兰、俄罗斯、法国、美国、

埃及等目的地增速较快，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15 倍。携程数据显示，新马泰免签国家旅游订单增长较

高，合计较 19 年增长超 3 成。入境游方面，入境游景区门票较 19 年增超 10 倍。中国单方免签政策

效应显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增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家

游客增长明显。 

投资建议 

超长春节假期引发国内文旅市场开门红，供给侧利好下跨境游恢复加速。全年来看文旅市场有望延

续火热态势，我们重点看好资源优质、运营强劲、后续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的出行链及相关产业链公

司：长白山、黄山旅游、宋城演艺、天目湖、丽江股份、众信旅游、岭南控股、中青旅、海昌海洋

公园；受益于商旅客流复苏以及疫后市占率提高的连锁酒店品牌君亭酒店、锦江酒店、首旅酒店；

受益于促就业政策推动的科锐国际，跨境游市场恢复有望推动机场免税的恢复和市内免税新政加速

推出，推荐中国中免、王府井；承接餐饮、宴会需求复苏的同庆楼；本地生活消费老字号品牌豫园

股份；境外展龙头米奥会展；演艺演出产业链公司锋尚文化、大丰实业。 

评级面临的主要风险 

出行需求复苏不足、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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