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国庆旅游和消费数据跟踪 

从国庆数据看为何“补偿式消费”迟迟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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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接近“腰斩”，市场对国庆消费表现

能否“反戈一击”寄予厚望。一些观点认为国庆出现了“补偿式消费”，

我们认为应理性看待，今年劳动节是主要节日里的消费高点，此后持续走

弱，国庆节同样如此。  

 今年国庆的旅游和消费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散发疫情和部分地区“就

地过节”倡议下，今年旅客发送量、国内旅游出行人数，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均减少了近 1/3；第二，国庆期间的消费数据并没有市场一些观点认

为的那么乐观，“补偿式消费”未至。对比网联平台统计的今年春节、清

明节、劳动节、端午节这几个节日的交易数据，无论是以 2019 年还是 2020

年为基期，国庆期间的日均交易增速都比它们低；第三，国内餐饮继续恢

复，不过由于餐饮收入只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1.3%（2019 年数据），

餐饮恢复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难有大的提振；第四，今年国庆长假的零

售表现要弱于劳动节；第五，今年国庆期间的电影票房收入接近 2019 年

同期水平，《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两部影片占票房收入的 95%。 

 疫情后国内消费恢复缓慢，最大的制约因素可能在于，中国家庭部门实际

偿债负担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新冠疫情的冲击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

性，又放大了这种压力。以应还债务/可支配收入、债务余额 /可支配收入

衡量的家庭部门实际偿债负担，2020 年中国分别为 15.0%和 137.9%,都

明显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冲击后预防性储蓄上升，4 个季度移动求

和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疫情开始后快速回落，今年

二季度为 67.2%，仍比 2019 年四季度低了 2.9 个百分点。央行近日公布

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也显示，和疫情前相比，今年二季度更多储蓄占比提

高了 5.1 个百分点。 

 预计未来消费大概率只会延续温和修复，而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好转。这

需要政策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来推动消费更好发挥经济稳定运行的

“压舱石”作用。短期措施一是推进重点领域消费、完善消费基础设施、

考虑定向发放消费券等，9 月 16 日商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商

务领域促进消费重点工作的通知》；二是后续可以考虑“稳货币+宽财政”

的政策组合，做好跨周期调节，避免经济过快滑坡，经济“行稳致远”居

民才有信心、有能力、有意愿消费。通过长期政策在根源上提升居民部门

整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更为重要：一是，继续落实“房住不炒”，避

免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进一步激增；二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提高

家庭部门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三是，通过稳定就业市场、改善和主要贸

易伙伴的关系、推动国内关键领域改革等提振居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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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接近“腰斩”，市场对国庆消费表现能否“反戈一击”寄予厚望。网联平台和部分互联

网企业公布的国庆期间线上交易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因此一些观点认为国庆出现了“补偿式消费”。在细致梳理数据后我

们发现，线上交易能够维持两位数的增速，主要源于线上交易比例的提升，因此需要理性看待。无论是以 2019年还是 2020

年为基期，今年国庆期间的网联平台日均交易增速，都低于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端午节期间。特别是，如果以 2019年

为基期，可以发现劳动节是今年主要节日的消费高点，这也和国内旅游恢复率的趋势一致。 

新冠疫情后国内消费恢复缓慢，最大的制约因素可能在于，中国家庭部门实际的偿债负担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而新冠疫情

的冲击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又放大了这种压力。展望未来，预计消费也只会延续温和修复，而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好转。

这需要政策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来推动消费更好发挥其在我国经济稳定运行中的“压舱石”作用。 

一、 国庆旅游和消费表现一览 

（一）旅客发送量 

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今年 10 月 1日至 7日，全国预计共发送旅客 4.03亿人次，日均 5750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日均

下降 33.9%，比 2020年同期日均下降 7.5%。和 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国庆期间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四种主要交通方

式的日均旅客发送量，均有较大幅度降低。 

图表1 今年国庆日均旅客发送量较 2019年同期降 1/3   图表2 2019 年至 2021年国庆期间各日旅客发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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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内旅游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10 月 1 日至 7 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15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 1.5%，按可

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70.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890.61亿元，同比减少 4.7%，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59.9%。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主要节日的国内旅游出游人数恢复率于今年五一劳动节见顶，国内旅游收入恢复率于今年中秋节见顶。今年国

庆节两者的恢复率，与中秋节的恢复率相比都下降了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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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主要节日的国内旅游出游人数恢复率和旅游收入恢复率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今年国庆节国内旅游呈现“近程化”特点。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专项调查，49.1%的游客选择省内跨市游，比去年国庆节提

高 4.1个百分点；88.3%的游客出游距离在 300公里以内；选择自驾出行的游客比例为 55.8%，比去年国庆节提升 10个百

分点；游览城市周边乡村、郊区公园的游客比例分别为 28.9%、25.8%，分别比去年国庆提升 4.6、5.7个百分点。美团发布

的《2021年国庆黄金周消费趋势报告》，也显示省内游是今年国庆期间首选的旅游方式，全国异地消费用户占比 22.4%，本

地消费用户占比 77.6%。 

 

（三）网联平台支付交易 

根据网联平台的统计，今年国庆节假期，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140.69亿笔、金额 7.60万亿。与去年

国庆节假期相比，日均笔数和日均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20.06%和 20.02%，明显低于两者今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端午

节的增速（网联平台未公布中秋节的交易数据）。为剔除基数效应的影响，以 2019 年为基期，今年国庆节期间的日均交易

笔数和交易金额，分别增长了 70.5%和 76.4%，同样低于今年春节、劳动节、端午节期间的增速。可见，尽管今年国庆期间

网联平台支付日均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的同比增速都超过 20%，但无论是以 2019年还是 2020年为基期，增速都较今年前

几个节日的增速明显回落，也和国内旅游增速的趋势相一致。 

图表4 以 2019 年为基期的网联平台日均交易增速   图表5 以 2020 年为基期的网联平台日均交易增速 

 

  

 

资料来源:网联平台，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联平台，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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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饮 

今年国庆期间餐饮业继续恢复。网联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典型餐饮企业国庆长假期间日均交易笔数和日均交易金额，分别同

比增长 70%和 47%，虽都低于劳动节期间的增速，但表现要好于端午节。如果以 2019 年为基期，今年国庆典型餐饮企业

通过网联平台的日均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分别增长了 129%和 120%，都高于今年劳动节和端午节的增速。部分省市公布

了国庆期间重点监测的大型餐饮企业营收数据，比如湖北和云南的同比增速都超过 10%；如果以 2019年为基期，湖北、河

北的大型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收增长都超过 9%。 

图表6 网联平台典型餐饮企业日均交易增速   图表7 部分省市的重点监测大型餐饮企业营收增长 

 

  

 

资料来源:网联平台，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省商务厅，平安证券研究所 

 

（五）零售 

今年国庆长假的零售表现要弱于劳动节。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范围内的 100 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节日销售的

监测，样本企业今年劳动节零售额同比增长 8.3%，超过了 2019 年同期的销售规模；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样本企业零售额

同比下降 9.2%，和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0.1%。 

 

（六）电影票房 

今年国庆期间的电影票房收入，已接近 2019年同期水平。根据猫眼专业版的统计，今年 10月 1日-7日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含服务费）43.9 亿元，与 2019 年、2020 年的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7%和增长 18.4%，快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长

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国庆期间的票房收入（含服务费）分别为 32.1 亿和 9.7 亿，合计占总票房收入的 95.1%，高度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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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2019 至 2021 这三年，国庆假期每日的电影票房收入（含服务费） 

 

资料来源：猫眼专业版,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补偿式消费”尚未至 

总的来说，今年国庆的出行和消费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散发疫情和部分地区“就地过节”的倡议下，今年旅客发送量、

国内旅游出行人数，与 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 1/3；第二，国庆期间的消费数据并没有市场主流观点认为的那么乐观，“补

偿式消费”未至。由于线上支付比例的提升，网联平台以及部分互联网企业公布的交易数据同比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但对

比网联平台统计的今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这几个节日的交易数据，无论是以 2019 年还是 2020 年为基期，国

庆期间的日均交易增速都比它们低。特别是，如果以 2019年为基期，日均交易笔数增速在劳动节见顶，与国内旅游出游人

数恢复率在劳动节见顶是一致的。因此，乍一看出行人数收缩 1/3，似乎和高增的线上交易数据发生背离，但仔细研究后就

能发现，其实两者反映的趋势是相同的；第三，国内餐饮继续恢复，但它对社会消费品总额难有大的提振；第四，今年国庆

长假的零售表现要弱于劳动节。这也合乎逻辑，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从上个月的 8.5%大降到 2.5%，很难会因

为国庆节而短期出现大的提振；第五，今年国庆期间的票房收入已接近 2019 年同期水平，且票房高度集中。 

 

三、 我国消费低迷的根源和对策 

新冠疫情后，国内各终端需求中消费是恢复最慢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统计了实物性

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除餐饮以外的其它服务都没有被统计进去。由于服务消费和商品零售相比，通常更需要人和人的近距

离接触，因而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更大。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尽管疫情后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的占比，从 2020年一

季度的 49.1%回升到 2021年二季度的 52.5%，但仍比疫情前低了 1个百分点。因此，消费整体的恢复速度，可能要比社消

增速显示的更慢。 

我们认为，制约国内消费恢复最大的因素可能在于，中国家庭部门实际的偿债负担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而新冠疫情的

冲击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又放大了这种压力。 

可从两个指标看中国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一是偿债比率，即家庭部门的应还债务本息/可支配收入。国际清算银行公布了

部分国家的居民部门偿债比率。为保证数据的横向可比性，债务期限部分我们采用和国际清算银行一样的假设，即债务剩余

期限为 18年。由于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主要是房贷，债务利率采用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020年四季度为 5.34%。

可计算得 2020 年中国家庭部门的偿债比率为 15.0%，在国际清算银行公布数据的所有 17 个国家中，和挪威持平，高于其

它 16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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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除和挪威持平外，2020年中国家庭部门的偿债比率高于国际清算银行公布数据的其它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Wind,BIS,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是偿债负担，即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2020年中国家庭部门的偿债负担为 137.9%，对比 OECD 所公布的部分国家的数

据，发现中国家庭部门的偿债负担，同样高于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主要发达经济体。 

图表10 2020 年中国家庭部门的偿债负担，高于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 

 

资料来源：Wind,OECD,平安证券研究所 

 

新冠疫情放大了我国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目前仍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

平。4 个季度移动求和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疫情开始后快速回落，2020 年四季度见底。最新的是今

年二季度，为 67.2%，但仍比 2019年四季度低了 2.9个百分点。央行近日公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今年二季

度城镇储户中选择更多消费占比、更多储蓄占比分别为 24.1%和 50.8%，分别比 2019年四季度下降 3.9个百分点和提高 5.1

个百分点，显示疫情后城镇居民的储蓄意愿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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