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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对 2023消费复苏有何指示意

义？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今年春节期间电影票房和旅游收入增长相对强劲，对 2023 年消费复苏

具有三点指示意义，一是消费复苏并非一蹴而就，消费场景打开后，仍有待于居民

收入的修复；二是不可忽视供给端对消费的影响，此前三年疫情所带来的部分消费

行业（如电影）供给减少，可能会成为 2023年消费复苏的拖累之一；三是服务消

费将迎来补涨，增速或超过商品消费，春节期间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13.5%和 10%。 

 （1）截至正月初五，春运前 20天，累计出行仅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52.9%，但

由于提前返乡，目前来看节后返程的恢复情况好于节前返乡。从出行目的来看，探

亲出行或减少 10 亿人次以上。 

 （2）春运恢复情况：铁路>航空>公路。春运前 20 天，铁路和航空出行分别恢复

至 2019 年同期的 77.1%、69.5%，而公路出行仅恢复至 48.8%。 

 （3）从高线城市到低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迁移仍然十分显著：百度地图的消费复

苏指数表明春节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增长快于一二线城市；而电影票房数据

表明三四线城市的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占比进一步提高，也能作为消费迁移的佐

证。 

 （4）为何春运不及预期，但春节消费迁移仍能启动？——高速自驾出行比 2019

年高 12.3%，百度迁徙指数比 2019年高 16.3%。 

 （5）春节期间，服务消费迎来补涨，比商品消费增长更加强劲，电影和旅游是典

型代表。春节档电影票房预计超过 2019 和 2022 年，仅低于 2021 年；而旅游出

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88.6%、73.1%，20 天前的元旦假期

分别为 42.8%和 35.1%。 

 风险提示：节后春运返程人次如果大幅回升，整体春运会更接近原来预期；二次感

染风险对消费造成额外冲击；人员流动的修复被其他突发事件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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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们此前的两个判断得到验证，一是春运期间的人员流动没有带
来第二波疫情高峰（1 月 5 日报告《疫情的两个超预期如何影响短期经济？》）；
二是春运出行人次可能低于预期（1 月 14 日报告《春运不及预期，会拖累消费
吗？》）。前一个判断意味着，在第一个疫情高峰过后，经济将从 1 月开始修复并
且短期大概率不会反复。后一个判断意味着，消费的复苏并非一蹴而就，在消费
场景打开之后，或仍有待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而春节假期消费数据出炉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春节对 2023 年消费复苏
有何指示意义。 

 

1. 春运不及预期，探亲出行或减少 10亿人次以上 

截至正月初五（2023/1/26），春运已过 20 天，累计出行人次为 7.4 亿，较
2022、2021 年分别增长 53.1%、120.9%，经济复苏趋势确认无疑。 

但仍只恢复到疫情前 52.9%，远低于预期水平，但预计节后返程的恢复情况
好于节前返乡。我们在此前报告中指出，春运 40 天的出行人次可能仅恢复至 2019

年的 55%，距离交通运输部预期的 70.3%仍有较大差距。截至初五，春运前 20 天
累计出行人次恢复至 2019 年的 52.9%，从单日数据来看，前 20 天里只有 3 天恢
复超过 55%，只有 1 天超过 60%。不过，由于提前返乡，目前来看节后返程的恢
复情况要好于节前返乡。节前 15 天累计出行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52.7%，节后
初三到初五返程出行恢复至 56.2%。预计初六到正月二十五，春运后 20 天的出行
恢复将好于节前，但仍难以超过 60%。 

恢复情况：铁路>航空>公路。春运前 20 天，铁路和航空出行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77.1%、69.5%，而公路出行仅恢复至 48.8%。其中部分原因是公路客
运在疫情前就处于逐年下降趋势，铁路和航空客运量则逐年上升，因而公路客运
回升动力不足，可参考我们 1 月 3 日的报告《人口流动重启，如何影响经济？》。 

提前返乡、规避疫情风险、流动人口减少、居民收入约束等因素是春运不及
预期的主要原因，粗略估算探亲出行可能减少 12亿人次。探亲出行人次大幅减少
是春运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我们用交通部对春运出行结构的预测数据进行粗略
估算。据交通部预测，今年春运出行人次可达 20.95 亿，其中探亲占比 55%，对
应探亲出行规模约 11.5 亿人次。2017 年春节时，交通部预测探亲出行占比 78%，
当年出行总人次与 2019 年大致相当，为 29.78 亿，对应探亲出行规模约为 23.2

亿人次。比较疫情前后差异，春节探亲出行可能减少 11.7 亿人次。当然，出行结
构数据仅为预测，只能说明探亲出行降幅较大，具体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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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今年春运相比去年大幅反弹 

 
资料来源：CEIC，德邦研究所 

注：横轴为农历日期，其中 1 为初一，-1 为除夕当天 

 

图 2：单日出行人次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多少 

 
资料来源：CEIC，德邦研究所 

注：横轴为农历日期，其中 1 为初一，-1 为除夕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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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春运前 20天累计出行人次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多少 

 

资料来源：CEIC，德邦研究所 

2. 春节消费大迁移，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长快于一二线城市 

从结构来看，由于今年春运较前两年大幅增长，从高线城市到低线城市和农
村的消费迁移仍然十分显著。 

百城拥堵指数从市内交通的角度验证今年春运好于前两年，但距离 2019 年
差距仍大。以春节假期前六天数据来看（除夕至初五），2021 年就地过年期间，
一线城市的拥堵指数比 2019 年高 3.4%，而三线及以下城市则低 2.2%。一线城
市比疫情前更拥堵，说明从高线城市到低线城市和农村的人口迁移并未完成。
2023 年，一线城市的拥堵指数尽管仍高于 2019 年，但幅度在收窄，从 3.4%降至
2.7%；同时，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拥堵指数比 2019 年同期高 1.8%。这与交通部发
布的春运出行人次数据形成交叉验证，即今年春运好于前两年，但距离 2019 年差
距仍大。 

消费复苏指数表明春节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增长快于一二线城市。百度
地图跟踪了 100 个城市的消费复苏指数。12 月底以来，随着全国疫情过峰，消费
场景打开，这一指数逐步上行。春节之前 20 天，百城消费指数日均为 10215.9，
初一到初四日均为 15493.3，增长了 51.7%。其中，三线及以下城市增长 101.7%，
二线城市增长 33.9%，一线城市仅增长 18.5%。从总量来看，三线及以下城市从
大年三十开始，一举超过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的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占比进一步提高，也能作为消费迁移的佐
证。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14-2018 年，三四线城市的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占
比均提高了 10 个点左右；但 2018-2021 年，此前上升趋势被打断。直到 2022 年
后，随着春运出行的恢复，三四线城市的票房和观影人次占比才继续提升。今年
春节假期前六天，三四线城市的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占比分别比去年提高了 1.5

和 1.3 个点。 

为何春运不及预期，但春节消费迁移仍能启动？——高速自驾出行比 2019年
高 12.3%。交通部公布的春运出行人次数据主要是营运性交通工具的客运量，大
多是公共交通，自驾出行实际上已经超过 2019 年。我们以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流
量数据近似作为自驾出行的数据。截至正月初五，今年春运期间，高速公路小客
车通行流量达到 5.96 亿辆次，2019 年同期为 5.31 亿辆次，增长 12.3%。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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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迁徙数据也可作为佐证。春运前 20 天，全国的百度迁徙指数比 2019 年同期
高 16.3%。百度迁徙指数还包含了不经过高速路的短途跨省市迁徙。 

图 4：春节假期前六天（除夕至初五）的百城拥堵指数（2019=100%）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5：消费复苏指数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德邦研究所 

注：三线包括三线及以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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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春节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增长快于一二线城市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德邦研究所 

注：三线包括三线及以下城市 

 

图 7：三四线城市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占比与春运的关系 

 
资料来源：灯塔专业版，Wind，德邦研究所 

注：2023 年票房和观影人次为除夕至初五这 6 天的数据，其中 2023 春运为我们此前报告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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