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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节旅游数据看

市场“热辣滚烫”，还是“消费降级”？

可以看到，由于今年春节假期较往

年多出一天，所以“返乡+旅游”两段出

行需求，为旅游市场的红火打下基础。

对比于大市场环境的消费假期，也

有一些旅游目的地挣得盆满钵满。

其中，业绩增幅最高的为内蒙，春

节前夕接待游客量增长6.29倍，旅游收

入增长 8.52 倍。另外，北京、江西、湖

南、湖北、山东等省市景区接待游客数

量，均较2023年增长50%以上；山东、河

南则是旅游收入较2023年，增长了50%
以上。

各个省市间，旅游人均消费差异较

大。数据显示，湖南旅游人均花费明显

下降，较去年减少了 37.2%；而河南、内

蒙旅游的人均消费则分别增长了14.4%
和35.5%。

由此可见旅游消费的差异，和目的

地的热门程度紧密挂钩。

就如今年走红的“尔滨”，从酒店数

据来看，从 2023 年 12 月 8 日以后，哈尔

滨酒店的平均房价有大幅提升，但入住

率同步也在增长。换句话说，“尔滨”的

旅游消费变贵了，热度却没有掉下去，

游客依然源源不断的奔赴：春运前 21
日，哈尔滨机场日均国内旅客量达到

8.1 万，同比 2023 年增长 50%，较 2019

年增长35%。

而更为典型的则是原本消费水平

就较高的海南。今年春节海南旅游住

宿 物 价 上 涨 明 显 ，周 环 比 达 到 了

33.43%，但这依旧没有影响到酒店业的

火爆。截至2月13日大年初四，海南旅

游住宿单位客房平均入住率超过 80%，

其中三亚更是达到93.97%。

这一系列的数据，似乎反映出旅游

消费的能力依旧在线。

其实，无论是从旅游数据的“繁荣

昌盛”，还是旅游市场的“消费降级”，都

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

从个体来看旅游市场的买卖双

方。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来越趋向于理

性消费。对于商家来说，如何在一众产

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消费者的消费指

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整体来看旅游市场的大环境。

返乡+旅游，多少有节日加持。在跨境

游方面的数据或许更能反映的文旅市

场。在这个春节，我们在新闻中也经常

能看到新马泰旅游人数大增的报道。

但是春节结束，根据数据显示，日均跨

境人次只有 169 万，较 2023 年增长 2.8
倍，但是依旧不及2019年的九成。

今年春节旅游市场，车马喧腾。

无论是交通部还是文旅部，国内游还是跨境

游，官方数据一片喜气洋洋。

面对2024年春节旅游开门红的好兆头，谨慎对

待数据，理性思考市场，会让我们更加明确产业方

向。

2 月 17 日晚，交通口的最新数据公布。2 月 10
日至 17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3.11 亿

人次。单从人员流动量来看，这次春节的规模史无

前例。

同时，据商务部大数据监测，2024 年除夕，部分

重点大型超市即时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20%。

除夕当天，重点电商平台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

增长 40.8%，全国示范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

别增长26.9%和21.7%。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除夕夜零

点，网联清算公司和中国银联处理的全行业网络支

付交易达到峰值，最高并发量为每秒 10.9 万笔，相

较2023年增长4.61%，创历史同期新高。

当然，在这些被拉动的消费热潮中，不仅仅于

文旅的范畴。

众所周知，国内旅游数据的主要统

计纬度，包括出游人次和旅游收入。

首先从出游人次来看。

1 月 26 日，春运大潮开启。截止 2
月 14 日，龙年春运过半，民航、铁路、公

路出行旅客均创下历史新高；全社会跨

区域日均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2.23 亿人

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1.1%。

以民航为代表。春运前20日，民航

日均旅客量已经达到 210.4 万，春节期

间更是进一步上升到 225.5 万，大大超

出了官方预期。

铁路客运数据同样迅猛。春运前

20 日，公路非营业性小客车日均出行

1.8 亿人次，较 2019 年大涨 30.9%，对比

去年春运也有明显增长。

同时，假期期间，大城市地铁客流

量创下了 2019 年以来历年春节的新

高。据财通证券统计，今年春节前夕，

十大城市（包含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南京、西安、重庆、成都、郑州、深圳）日

均地铁客运量录得 2793.6 万人次，较

2023 年增长 52.2%，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128%。

在这样一幅“喜大普奔”的图景里，

我们也还需要一些冷思考。

如果我们把出游人数和游客单价

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今年春节旅游客

单价只恢复到 2019 年的 91%。再对比

前两个节假日（2023 年国庆、2014 年元

旦）呈现出了三连跌的趋势。

这就意味着从去年中秋到今年春

节，大家出游的意愿依旧高涨，但是花

的钱却变少了。

今年春节，出行人次大增，假期还

比往年多了一天。人更多了，玩的时间

更久了，整体数据上去了，而实际上人

均消费却在缩水。

套用一句广告词，“加量不加价”。

比如，宋城演艺。春节期间营业总

收入对比2019年增长了89%，但他们的

接待游客总量足足增长了 107%。人来

的挺多，但是没有创造出对应增幅的商

业价值。

所以还是人更多了，但每个人花的

钱更少了。

旅游数据的“繁荣昌盛”旅游数据的“繁荣昌盛”

旅游市场的“消费降级”

旅游目的地的“冷暖自知”

由此可见，文旅大环境正在向好，消费者的消费结构正在调整。及时发现市

场需求，调整产品方向，2024年文旅市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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