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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提要: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端午假期出行：总人流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6.6%。此次端午假期

紧挨高考及之后学生期末考，时间位于五一假期及暑期之间，部分出

行需求受到一定影响；且去年端午假期临近暑运开端，人流量较高。高

基数下今年端午出行人流量仍有一定增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累计 63761.6 万人次，日均人流量达到 21253.9 万人次，较 2023 年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9.4%/16.6%，出行需求表现较好。出行方式中，

自驾及铁路出行增长最显著，民航出行稳增。端午假期期间，铁路、公

路、民航、水路日均客流量分别为 1534.9、19437、184.3、97.6 万人

次，同比分别+5.1%、+9.5%、+7.9%、+4.4%，较 2019 年同期分别

+18.6%、+16.9%、+7.5%、-34.7%。 

➢ 国内出行概况：对比 2019 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次保持增长，人均消费

恢复率有所下降。2023 年五一假期起，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及收入基本

已恢复到 2019 年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基本恢复到 2019 年八成；2024

年以来各节假日的国内旅游出行人次、收入均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但人均消费水平较 2019 年同期略有下降。旅游消费略降，但出行仍有

较强需求，出游人次恢复保持领先。 

➢ 国内出行特点：市场下沉，县域市场持续火爆，票价降幅较大。 

1）国内出行特点 1：自驾游+周边游持续火爆，居民旅游需求趋向常

态化。根据携程《2024 年端午节出游报告》，2024 年端午假期周边游

及本地游订单占据假日近 7 成旅游订单，周边游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

近两成，短途周边自驾游占比高达九成。 

2）国内出行特点 2：“县域文旅热”兴起，三四线城市支线机场运输需

求增长明显。此前五一假期出行旅游下沉化趋势已有明显体现。根据

携程《2024“五一”假期旅行总结》，五一假期期间，旅游订单同比增

速上，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小于县域市场。十大热

门三四线目的地订单量平均同比增长 11%，十大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平

均同比增长 36%。此次端午假期，县域文旅表现同样突出。航旅纵横

大数据研究院预计，2024 年端午假期 180 家支线机场总计旅客吞吐量

同比 2023 年增长约 53%,同比 2019 年增长约 55%。 

3）国内出行特点 3：居民出行更加注重性价比，机票及酒店价格双降。

受居民旅游需求常态化影响，居民出行更加注重性价比，下沉市场增

速明显，出行及住宿价格也有一定下降。根据航班管家端午民航数据

报告，预计 2024 年端午假期，国内经济舱机票均价约 580 元，平均

票价较 2019 年下降 10.4%，同比 2023 年下降 25.0%。酒店价格方

面，根据去哪儿大数据，今年端午酒店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较明显下

降，尤其是高星酒店和经济型酒店均价降幅最为明显，达到两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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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出行：航班量恢复超七成，出行集中在日韩及东南亚。 

1）国际航线客运航班恢复水平显著，平均票价下降两成。根据航班管

家披露，2024 年端午节期间，国际航线客运航班量超 4600 班，约恢

复至 2019 年的 72%；国际机票平均价格较去年端午下降了两成左右。 

2）人流量方面，国内居民跨境游恢复近八成。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披

露，2024 年端午节期间，中外人员出入境累计 575.2 万人次，日均

191.7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93.8%。其中，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

/外国人出入境分别 246.6/277.9/50.7 万人次，较 2019 年恢复率分别

为 76.6%/132.3%/62.4%。 

3）国内旅客出游目的地集中在日韩及东南亚等地。由于假期时间短，

居民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集中在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短线海外国家。端午假期主要通航国际/地区中，往返日本计划航班

量居首位，恢复率达 74.8%；往返新加坡、英国、阿联酋航班计划超

2019 年同期。 

➢ 投资建议： 综合端午假期出行及此前节假日出行情况可知，虽然旅游

消费略有下滑，但旅游出行仍有需求，我们预计暑运等后续节假日出

行需求或有亮眼表现。看好航空及高铁出行的持续复苏及供需改善下

的航空板块高弹性。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国航、南方航空、春秋航空、吉

祥航空、中国东航、京沪高铁。此外表现亮眼的自驾数据也反映短途自

驾跟随车辆保有量的稳步增长情况，我们也同样看好高速板块的稳健

高股息价值，建议关注招商公路、山东高速、皖通高速。 

➢ 风险因素：出行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国际航线恢复不及预期；油价大幅

上涨风险；人民币大幅贬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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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午假期出行：总人流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6.6% 

1.1 总体出行：高基数下人流量仍有增长 

端午节假期整体出行表现较好，高基数情况下人流量仍有增长。回顾 2024 年以来节假

日出行情况，各节假日期间全社会跨区域日均人员流动量保持稳增，基本较 2023 年及 2019

年同期均有增长。2024 年端午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63761.6 万人次，

日均人流量达到 21253.9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6.6%，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44.1%，

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9.4%。此次端午假期紧挨高考及之后学生期末考，时间位于五一假期

及暑期之间，部分出行需求受到一定影响；且去年端午假期临近暑运开端，人流量较高；高

基数下今年端午出行人流量仍有一定增长，出行需求表现较好。 

营业性出行方式统计看，公路及铁路为最主要出行方式，合计占比超过九成。与 2019

年对比，2024 年端午假期铁路及民航出行人流量占比有所提升，铁路占比提升 6.3pct 至

28.4%，民航占比提升 0.5pct 至 3.4%，公路营业性客流占比下降 6.1pct 至 66.4%，占比下

降较多，但仍为最主要营业性出行方式。 

图1：端午假期日均人流量较 2023年及 2019年同期均有增长  图2：2024 年端午假期营业性出行方式中，民航占比 3.4%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注：自 2024 年春运起，统计口径变更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元旦
假期人流量为旧口径，未统计非营业性小客车人流量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3：2023 年端午假期营业性出行方式中，民航占比 3.6%  图4：2019 年端午假期营业性出行方式中，民航占比 2.9%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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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行方式：对比 2019 年，自驾及铁路出行增长最多，民航出行稳增 

对比 2019 年，2024 年端午假期自驾及铁路出行增长最显著，民航出行稳增。具体出

行方式看，端午假期期间铁路、公路、民航、水路日均客流量分别为 1534.9、19437、184.3、

97.6 万人次，同比分别+5.1%、+9.5%、+7.9%、+4.4%，较 2019 年同期分别+18.6%、

+16.9%、+7.5%、-34.7%；其中非营业性小客车人流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8.0%，主要受

近几年私家车增长较快影响；民航出行表现较好，高基数及部分需求压制情况下，人流量仍

有一定增长。 

 

表1：2024 年以来节假日出行情况一览 

节日假期 

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总量/

万人次 

日均人流

量/万人

次 

铁路日均 

客流量/万

人次 

公路日均

客流量/

万人次 

其中：非

营业性小

客车 

其中：营

业性客流 

民航日均

客流量/

万人次 

水路日均

客流量/万

人次 

端午假期（3 天） 63762 21253.9 1534.9 19437.0 15841.0 3596.0 184.3 97.6 

较 2023 年同比 9.4% 9.4% 5.1% 9.5% 7.2% 21.3% 7.9% 4.4% 

较 2019 年增速 16.6% 16.6% 18.6% 16.9% 28.0% -15.6% 7.5% -34.7% 

五一假期（5 天） 135846 27169.3 1835.3 24995.4 21518.4 3477.0 199.4 139.1 

较 2023 年同比 2.1% 2.1% 1.4% 2.1% 1.4% 6.5% 8.1% 6.0% 

较 2019 年增速 23.7% 23.7% 23.3% 24.4% 39.2% -25.1% 11.1% -31.3% 

清明假期（3 天） 74039 24679.5 1656.1 22764.0 19291.3 3472.7 167.8 91.6 

较 2023 年同比 53.5% 53.5% 75.1% 52.3% 54.5% 41.3% 21.9% 84.9% 

较 2019 年增速 18.9% 18.9% 20.6% 19.6% 32.0% -21.4% 0.3% -51.2% 

春运期间（40 天） 842172 21054.3 1208.9 19564.3 16793.1 2771.2 208.6 72.5 

较 2023 年同比 9.8% 9.8% 39.0% 8.0% 5.3% 27.6% 51.1% 29.2% 

较 2019 年增速 7.1% 7.1% 18.8% 6.8% 31.2% -49.8% 14.5% -50.0% 

元旦假期（3 天） 12813 4270.9 1473.4 / / 2566.6 173.0 57.9 

较 2023 年同比 78.4% 78.4% 177.5%   46.1% 140.3% 72.9% 

较 2019 年增速 -0.1% -0.1% 0.9%   -0.5% 1.8% -9.0%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注：自 2024 年春运起，整体人流量统计口径变更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元旦假期总人流量为旧口径，未统计非营业性小客车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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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出行：出行人次增长，市场下沉、票价下跌 

2.1 对比 2019 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次保持增长，人均消费恢复率有所下降 

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及收入均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出行人次率先恢复。根据文旅

部公布的节假日数据，2023 年以来，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及旅游收入一直保持同比稳增，2023

年五一假期起，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及收入基本已恢复到 2019 年水平，但人均消费水平较

2019 年同期略有下降。旅游消费略降，但出行仍有较强需求，出游人次恢复保持领先。 

2024 年以来各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及收入、人均消费水平同比仍有增长，

但增速逐渐放缓；与 2019 年同期对比，各节假日的国内旅游出行人次、收入均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但人均消费水平较 2019 年同期有所下降，清明假期人均消费恢复率达到 101.1%

后，五一及端午假期恢复率持续回落，端午假期恢复率达到 87.7%。 

 

图5：2023 年以来，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较上年同期保持增长  图6：2023 年以来，国内旅游收入较上年同期保持增长 

 

 

 

资料来源：文旅部，新华社，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注：2024 年清明假期为 3 天，与 2023 年同期 1 天假期不可比 
 资料来源：文旅部，新华社，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7：2024 年节假日，国内人均旅游消费增速逐渐放缓  图8：与 2019 年对比，国内旅游出行人次恢复好于人均消费 

 

 

 

资料来源：文旅部，新华社，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文旅部，新华社，中国政府网，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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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需求分散市场下沉，县域市场持续火爆，票价降幅较大 

 

国内出行特点 1：自驾游+周边游持续火爆，居民旅游需求趋向常态化。 

1） 根据携程《2024 年端午节出游报告》（此后简称“携程端午报告”），2024 年端午假期长

途游/周边游/本地游订单占比分别为 33%/38%/29%，周边游及本地游订单占据假日近 7

成旅游订单，周边游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近两成。短途自驾游方面，短途周边自驾游占

比高达九成。 

2） 从交通运输部数据看，自驾游出行方式增长明显。2024 年端午假期非营业性小客车日均

人流量较 2019 年增长 28.0%，较 2023 年增长 7.2%；此前节假日非营业性小客车人流

量与 2019 年相比增速均在 30%以上。此外，以“2 小时高铁圈”为代表的周边短途游同

样火爆，端午期间铁路日均客运量达到 15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1%，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 18.6%。携程端午报告显示，1-2 小时高铁圈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川渝等地区。 

国内出行特点 2：“县域文旅热”兴起，三四线城市支线机场运输需求增长明显。 

相比一二线城市及经典旅游城市，下沉市场人流量更少也更具性价比，游客能更为放松

地度过假期，顺应当前居民旅游需求常态化趋势。此前五一假期出行旅游下沉化趋势已有明

显体现。根据携程《2024“五一”假期旅行总结》，五一假期期间，旅游订单同比增速上呈

现明显特征：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小于县域市场。十大热门三四线目的

地订单量平均同比增长 11%，十大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平均同比增长 36%。 

此次端午假期，县域文旅表现同样突出，三四线城市支线机场运输需求较往年明显增加。

航旅纵横大数据研究院预计，2024 年端午假期 180 家支线机场总计旅客吞吐量同比 2023

年增长约 53%,同比 2019 年增长约 55%。 

国内出行特点 3： 居民出行更加注重性价比，机票及酒店价格双降。 

受居民旅游需求常态化影响，居民出行更加注重性价比，下沉市场增速明显，出行及住

宿价格也有一定下降。根据航班管家端午民航数据报告，预计 2024 年端午假期，国内经济

舱机票均价约 580 元，平均票价较 2019 年下降 10.4%，同比 2023 年下降 25.0%。酒店价

格方面，根据去哪儿大数据，今年端午酒店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较明显下降，尤其是高星酒

店和经济型酒店均价降幅最为明显，达到两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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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出行：航班量恢复超七成，出行集中在日韩及东南亚 

3.1 国际线客运航班量恢复超七成，国内居民跨境游恢复近八成 

国际航线客运航班恢复水平显著，平均票价下降两成。根据航班管家披露，2024 年端

午节期间，国际航线客运航班量超 4600 班，同比 2023 年增长约 67%，约恢复至 2019 年

的 72%。去哪儿大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国际机票平均价格较去年端午下降了两成左右。 

人流量方面，跨境游人流量较去年增长明显，国内居民跨境游恢复近八成。根据国家移

民管理局披露，2024 年端午节期间，中外人员出入境累计 575.2 万人次，日均 191.7 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5.1%，恢复至 2019 年的 93.8%。其中，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外国

人出入境分别 246.6/277.9/50.7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25.4%/+66.1%/+57%；较 2019

年恢复率分别为 76.6%/132.3%/62.4%。 

 

3.2 出境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日韩、东南亚等地 

国内旅客出游目的地集中在日韩及东南亚等地。由于假期时间短，居民出境游的主要目

的地集中在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短线海外国家。端午假期主要通航国际

/地区中，往返日本计划航班量居首位，恢复率达 74.8%；往返新加坡、英国、阿联酋航班

计划超 2019 年同期。东南亚地区是 4-5 天度假休闲游的首选，得益于免签政策和新开航线，

与去年相比，赴马来西亚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 倍以上。 

入境游方面，2024 年端午期间，携程平台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去年高增 115%，游客主要

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地。 

 

 

  

http://www.cindasc.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10 

4 投资建议 

2024 年以来，春运表现亮眼，探亲及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特点突出，因私出行需求坚挺。

清明小长假、五一小长假、端午假期出行表现良好，较 2019 同期增长明显。虽然旅游消费

略有下滑，但旅游出行仍有需求，我们预计暑运等后续节假日出行需求或有亮眼表现。此外，

国际航线仍在持续恢复，航班量及人流量双回升，国内外航线供需均加速修复，支撑票价市

场化持续的同时，有望带动客座率上行，航司未来业绩弹性可期。 

看好航空及高铁出行的持续复苏，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国航、南方航空、春秋航空、吉祥

航空、中国东航、京沪高铁。此外表现亮眼的自驾数据也反映短途自驾跟随车辆保有量的稳

步增长情况，我们也同样看好高速板块的稳健高股息价值，建议关注招商公路、山东高速、

皖通高速。 

 

 
 
 

5 风险因素 

出行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收入下滑、人们出行意愿降低等因素，致使出行需

求恢复不及预期。 

国际航线恢复不及预期；国际航线为重要客收来源，若国际航线恢复节奏不及预期，航司国

际客运收入回升过慢，预期对整体业绩将产生较大影响。 

油价大幅上涨风险；航油成本为航司重要营业成本之一，航司整体业绩受油价波动影响较大，

若平均航油价格上升过快，预计航油成本大幅提升致使营业成本提升，从而影响整体收益水

平。 

人民币大幅贬值风险。航司若干租赁负债、银行贷款及其他贷款主要以美元为单位，以及若

干国际收入、费用亦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为单位，汇率波动将致使航司产生汇兑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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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troduction] 研究团队简介 

左前明，中国矿业大学博士，注册咨询（投资）工程师，信达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

理，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库成员，中国价格协会

煤炭价格专委会委员，曾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业咨询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从事煤

炭以及能源相关领域研究咨询十余年，曾主持“十三五”全国煤炭勘查开发规划研

究、煤炭工业技术政策修订及企业相关咨询课题上百项，2016 年 6月加盟信达证券研

发中心，负责煤炭行业研究。2019年至今，负责大能源板块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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