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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系列研究：    
 
消费修复成色几何？  

 2023 年 01 月 30 日 

疫情达峰之后市场迎来春节假期消费成绩单。高频数据显示，不同消费板块冷

热不均。疫后消费修复成色如何，春节假期或为市场提供了绝妙的观察窗口。 

➢ 假期出行指数修复大超市场预期，表现甚至超越 2019 年同期水平。 

疫情政策优化加上首轮感染人数达峰，“乙类乙管”首个春节假期迎来返乡高

峰。市内交通延时指数以及百度人员迁徙指数，均较 2022 年同期出现大幅抬

升。不仅如此，二者甚至超过疫情前（2019 年）同期水平。人员出行热度如此

之高，这在市场意料之外。 

➢ 有意思的是，人员出行热度超预期，然而场景消费修复程度却弹性有限。 

既然今年春节人员出行热度如此之高，直观判断场景消费修复理应也有超预期

表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员出行指数已经超过 2019 年同期，但场景消费（包括出行链、餐饮、影院等

服务消费）反弹高度仍未触及疫情前水平。 

春节期间旅游酒店、电影等场景（含出行）消费反弹高度有限，主因有二。 

一是疫情放开初始，居民普遍性收入仍未显著改善，消费信心有待重塑。这一

点可以从文旅部公布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较疫情之前下滑）得到印证。 

二是疫后初期，行业仍存在供给不足约束。这一点可从电影场次、执飞航班数

等高频数据得到间接验证。这也意味着后续行业供给补足之后，场景消费需求

仍存在释放空间。 

➢ 春节期间地产以及汽车两类消费板块表现“旺季不旺”。 

1 月汽车消费数据不佳，原因在于去年底透支了今春部分汽车销售需求。 

乘联会数据显示，1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预计 136 万辆，同比下降 34.6%, 环比下

降 37.3%。去年底 12 月汽车销售明显强于往年，原因在于汽车购置税减免在

2022年底到期，部分需求赶在去年 12月之前表达，客观上透支了 2023年年初

部分汽车需求。 

房市未能迎来“开门红”，在市场意料之内。 

假期返乡高峰的背景下，30城房地产成交当月同比再次下滑至-40%的区间，而

100 城土地成交面积当月同比掉落-10%以下。 

这一份偏弱的开春地产数据，或预示着后续将见到又一轮地产政策加码。 

➢ 疫情达峰后首个大型节假日消费表现的三点启示。 

春节消费大考成绩单喜忧参半，对我们观察全年消费修复带来三点启示。 

第一，场景、出行类消费修复弹性较为确定，未来仍有修复空间。 

第二，反弹高度上，场景、出行类、地产链等消费板块修复弹性将强于春节期

间表现。 

第三，展望后期，场景、出行类、地产链等消费板块仍有修复空间，但节奏上

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缓慢释放。 

 

风险提示：数据统计或有误差；疫情发展超预期；国内政策超预期。 

 

 

 

 
 

[Tab 202X 年 XX 月 XX 日 

le_Author] 

 

分析师 周君芝 

执业证书： S0100521100008 

电话： 15601683648 

邮箱： zhoujunzhi@mszq.com 

  

  

  

  
 

  
相关研究 

1.2022 年 12 月经济数据点评：复苏交易仍

可持续-2023/01/17 

2.全球大类资产跟踪周报：预期差的定价-20

23/01/15 

3.超额流动性研究（四）：从“贫富分化”看

超额储蓄流向-2023/01/12 

4.2022 年 12 月金融数据点评：政府杠杆的

尽头-2023/01/11 

5.全球大类资产跟踪周报：流动性行情延续-

2023/01/08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2 

 

 

 

目录 
1 出行指数甚至超越 2019 年同期水平 ......................................................................................................................... 3 

2 场景消费修复程度弱于人员出行修复弹性 .................................................................................................................. 4 

3 地产以及汽车两类消费板块表现“旺季不旺“............................................................................................................... 7 

4 达峰后首个大型节假日消费成绩单的启示 .................................................................................................................. 9 

5 风险提示 ............................................................................................................................................................... 10 

插图目录 .................................................................................................................................................................. 11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3 

 

 

 

1 出行指数甚至超越 2019 年同期水平 

随着疫情政策优化+首轮感染人数达峰，“乙类乙管”的首个春节假期迎来返乡高峰。交

通部数据显示，1 月 21 日至 27 日，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19940.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74.4%，恢复至 2019 年的 54%。 

尽管春运迁徙旅客样本数据仍低于 2019 年同期，但考虑到短途自驾出行贡献了相当部分

的假期活动，从更能直观表征出行热度的市内交通延时指数以及百度人员迁徙指数观察人员出

行热度，可以看到出行指数不仅较 2022 年同期出现大幅抬升，而且已经超越疫情前（2019

年）的常态化水平。这说明无论是是市内交通出行还是跨地区人员迁徙热度都出现超预期反弹，

人员流动加速释放。 

图 1：市内交通拥堵延时指数超越 2019 年同期 

 

资料来源：高德大数据，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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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百度迁徙指数显示人员流动加速释放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慧眼，民生证券研究院 

 

2 场景消费修复程度弱于人员出行修复弹性 

尽管人员出行指数已经超过 2019 年历史同期，但场景消费（包括出行链、餐饮、影院等

服务消费）反弹高度仍未触及疫情前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 27 日发布增值税发票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较去年春

节增长 12.2%；较 2019 年春节相比，年均增长 12.4%。 

结构上服务型消费反弹幅度更高（低基数负有一定解释力），必选商品消费增长偏稳。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消费收入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80.7%；旅游饭店、经济型连锁酒店则

分别恢复至 2019 年春节假期的 73.4%以及 79.9%. 

文旅部还公布春节假期国内旅游收入和出行人次数据，辅助验证春节出行消费修复程度弱

于人员出行指数。 

相较于 2019 年同期水平，国内旅游收人人次恢复至 88.6%，而旅游收入则恢复至 73.1%，

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旅游收入/旅游人次）较疫情前常态水平仍有所收缩。 

从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这个维度能更为直观窥见，人员流动虽然较为活跃，然而居民整体的

消费意愿和消费力存在一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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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春节消费收入结构分化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4：国内旅游人次和收入未及 2019 年同期水平 

 
资料来源：文旅部，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除却消费信心重塑的长期问题，短期场景消费继续打开的空间或许更为依赖供应端的补充。 

另外一个映射线下服务环境的指标，“春节档影院票房”，更多指向疫后行业尚存一定供应

约束。高票价偏稳定，票房收入逆跌，均显示今年春节档影片需求坚挺。然而总量上今年春节

档电影消费未能超越 2021 年春节档，我们认为背后或指向短期内行业存在一定供应不足，例

如电影场次安排大幅下滑，或显示运营电影银幕数量结构性短缺。 

同样，执飞航班数恢复速率缓慢，或许也是制约春节出行链消费修复的重要原因。防疫政

策优化以来，商务以及旅行活动逐步恢复，航班执飞率显著提升。但春节期间执飞航班数量仅

恢复至 2022 年同期水平，低于居民出行活动强度，预计后续回补空间仍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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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春节档电影场次下滑明显 

 
资料来源：猫眼专业版，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6：执行航班架次仅恢复至 2022 年同期水平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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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产以及汽车两类消费板块表现“旺季不旺” 

1 月汽车消费数据不佳，更多原因或在于 2022 年 12 月政策带动消费前置，随后春节期

间汽车消费迎来休整。 

乘联会数据显示，1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预计 136 万辆，同比下降 34.6%, 环比下降 37.3%；

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预计 36 万辆，同比增长 1.8%，环比下降 43.8%。 

与之对应的是2022年12月汽车销售显著高于往年季节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提示过，

汽车购置税减免在 2022 年年底到期，推动一部分需求在年底集中释放，本应该在年初表达的

需求，已经在 2022 年年底提前透支。 

房市未能迎来“开门红”，一定程度上符合预期。我们此前也反复强调，除却疫情防控因

素，房地产市场修复应更多关注政策周期和产业周期。 

假期返乡高峰背景下，30 城房地产成交当月同比再次下滑至-40%的区间，而 100 城土地

成交面积当月同比掉落-10%以下。可见疫情闯关之后，房地产市场修复仍然依赖后续相关存

量和增量政策的配合和落地。 

这一份开春地产数据，或预示着后续将见到又一轮地产政策加码。 

图 7：乘用车零售同比增速下滑幅度较大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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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