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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假期，不论是居民的跨城出行，还是居民市内的公共交通、私人交通均较去年同期明

显回升，也好于今年“五一”、中秋假期的水平。出行数据的走强利好线下服务消费，从已有

的一些指标推断，境内外旅游消费都有望出现回升；国庆档的日均观影人次也有明显回升，但

由于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电影消费表现出“量升价减”的特征。随着一系列地产逆周期调节

政策的推出，新房销售面积出现了一些环比改善的迹象，其中高能级城市的改善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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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假期出行数据较强 

今年国庆假期，居民跨城出行明显回升：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较

2023年同期同比增长 2.8%，较 2019年同期复合增长 4.4%，好于今年中秋、五一

假期水平(复合同比增速分别为 3.0%、4.3%)；全国迁移规模指数也较去年同期增

长 5.0%。市内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也都有明显改善：假期前五日，11城平均地铁

客运量较 2019年同期复合增长 4.1%，较五一假期明显改善（2.5%）；百城高峰拥

堵指数平均为 1.38，好于去年同期（1.33）和今年五一、中秋假期（1.32、1.33）。 

 

 可选消费或有所改善 

与出行数据的走强相一致，国庆档的日均观影人次有明显回升。假期前六日，日均

观影人次达 0.08亿人次，较中秋假期明显回升（0.03），也好于去年国庆档（0.07），

但平均票价进一步回落至 40.4元（2023国庆档、中秋档：41.9、40.6），电影消

费表现出“量升价减”的特征。旅游消费方面，从一些省份和旅游平台已经公布的

数据观察，国庆假期的国内旅游消费或有望出现回升；同时，据移民管理局预测，

国庆假期境外游人次或较去年同期增长 18.5%，与中秋假期持平（前值 18.6%）。 

 

 地产出现积极信号 

近期，地产领域的逆周期调节政策频出，有助于改善居民风险偏好。国庆假期新房

销售面积出现了一些环比改善的迹象。9 月 26 日到 10 月 5 日的十天间，30 大中

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相较 2019年同期的复合平均增速为-13.0%，相较于政治局会

议前 9月（9.1-9.25）的复合平均增速（-19.3%）有明显的回升，也好于去年同期

（复合平均增速-13.6%）；其中一、二、三线城市的复合平均增速分别较 9月的 

前 25天回升 12.3、5.3、3.6个百分点，表明当前高能级城市的环比改善更明显。 

   
风险提示：政策与预期的不一致，地缘政治恶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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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庆假期出行数据较强 

今年国庆假期，不论是居民的跨城出行，还是居民市内的公共交通、私人交通均

较去年同期明显回升，也好于今年“五一”、中秋假期的水平，利好线下服务消费。 

 

1.1 居民跨区域出行回升 

国庆假期居民跨区域出行较“五一”、中秋假期有所回升。据交通运输部统计，

今年国庆假期前五天（10.1-10.5），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合计约 14.6 亿人次，

根据可比口径推算，较 2023年同期同比增长 2.8%，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24.0%。 

从以 2019年为基期的复合同比增速来看，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量增长 4.4%，明显好于今年中秋假期水平（3.0%），也好于五一假期的情况（4.3%）。 

 

图表1：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从出行方式来看，水路和民航是相较去年同期增长最快的交通方式。从国庆假

期前五天的数据来看，水路和民航的客运量分别较 2023年同期增长 20.5%与 13.4%，

较铁路、私家车出行、公路经营性客运（6.6%、2.4%、2.4%）增长更快。从更长的时

间跨度来看，与 2019年同期对比，则私家车出行仍是增长最快的交通手段（复合同

比增速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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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不同交通工具的跨区域客流量增速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3：国庆假期前五天，不同交通工具的跨区域客流量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此外，百度迁徙指数也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的居民跨区域流动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9月 30日到 10月 5日，全国迁移规模指数平均为 907，较去年同期增长 5.0%。 

国庆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回升，显示出今年国庆假期，更多居民选择

旅游出行或者返乡探亲，有利于提振国庆假期的线下消费，尤其是交通出行、餐饮住

宿、文化娱乐等服务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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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历年国庆假期百度全国迁移规模指数 

 

资料来源：If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市内交通出行明显改善 

国庆假期市内交通出行也有明显改善，利好线下消费。 

首先，从地铁客运量来看，假期居民的市内公共交通出行明显回升。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的日均地铁客运量
1
来看，相较于 2019 年同期，今年国庆假期日均地

铁客运量的复合增速为 4.1%，对比今年“五一”假期（复合平均增速 2.5%），国庆假

期的地铁客运情况明显改善；同时，这也强于 2023年的“五一”、国庆假期（较 2019

年的复合平均增速分别为 2.3%、3.1%）。 

其中，一线城市较 2019年同期的复合平均增速为 0.8%，数据可得的 7个二线城

市
2
较 2019年同期的复合平均增速为 8.5%，增长幅度较大。当然，考虑到样本中的城

市多数为旅游热门城市，跨区域出游可能对这几个城市的地铁客运量有一定影响。 

 

                                                             
1 由于多个城市尚未发布国庆假期的地铁客运数据，我们用数据可得的 11个城市作为样本观察春

节期间的地铁客运量，包括 4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与 7个二线城市（成都、南京、西安、郑

州、重庆、武汉、苏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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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假期 11城地铁客运量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注：由于多个城市尚未公布假期地铁客运量，当前样本包括 4个一线城市和 7

个二线城市。 

其次，百度高峰拥堵指数也显示，市内私人交通出行同比、环比均有回升。国庆

假期前五天，从数据可得的 100个城市来看，百度高峰拥堵指数平均为 1.38，较 2023

年同期（1.33）有所上升，也好于今年“五一”、中秋假期（分别为 1.32、1.33），这

说明今年国庆假期市内的私人交通出行量同比、环比均有所改善。 

其中，一线城市的百度高峰拥堵指数平均为 1.35，也较 2023年同期（1.29）回

升，并好于今年“五一”、中秋假期（分别为 1.32、1.29）。 

考虑到 100城样本较大，既包含旅游热门城市，也覆盖许多非热门城市，我们认

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除了跨区域出游外，居民在市内的出行与线下消费可

能也有所回暖。 

图表6：100 城百度高峰拥堵指数（平均） 

 
图表7：一线城市百度高峰拥堵指数（平均） 

  

资料来源：Wind，灯塔专业版，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灯塔专业版，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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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消费或有所改善 

出行数据的走强利好线下消费，国庆档的日均观影人次有明显回升，但由于平均

票价进一步下降，电影消费表现出“量升价减”的特征；从一些省份和旅游平台已经

公布的数据观察，国庆假期的国内旅游消费或有望出现回升；同时，据移民管理局预

测，国庆假期境外游人次同比明显回升，日均出入境客流或与中秋假期持平。 

 

2.1 观影人次上升，平均票价下降 

首先，娱乐消费方面，与出行数据的走强相一致，国庆档的日均观影人次有明显

回升。截至 10 月 7 日 0 时，国庆档观影人次已达 0.49 亿人次，日均观影人次 0.08

亿人次，较中秋假期日均观影人次（0.03）明显回升，也好于去年国庆档（0.07）。 

电影票房的收入结构表现出“量升价减”的特征，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根据目

前的票房收入与观影人次计算，今年国庆档的平均票价约在 40.4元，较中秋档进一

步下降（40.6元），也明显低于去年同期（41.9元）。 

总体而言，截至 10 月 7 日 0 时，国庆档电影票房收入约为 19.7 亿元，已接近

去年国庆档（20.5亿元），加上 10月 7日票房收入后，或有望超越去年国庆档。 

 

图表8：国庆档票房收入与平均票价 

 
图表9：国庆档观影人次 

  

资料来源：Wind，灯塔专业版，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4年数据截至 10

月 7日 0时（含预售），为 6天数据。。 

资料来源：Wind，灯塔专业版，国联证券研究所；注：2024年数据截至 10

月 7日 0时（含预售），为 6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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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旅游消费有望回升 

从已有的一些指标推断，境内外旅游消费都有望出现同比回升。 

国内游方面，由于国家税务总局依据增值税数据统计的消费行业销售收入常在

节后第一天公布，文旅部统计的全国旅游收入也暂未发布。我们从一些省份和旅游平

台已经公布的数据观察，国庆假期的国内旅游消费或有望出现回升。 

 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
3
，假期前 6 天，四川纳入统

计的 A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4.9%（“五一”假期 9.5%），

门票收入同比增长 8.3%（“五一”假期 3.3%），均好于“五一”假期表现。 

 携程数据显示
4
，国庆假期首日，国内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37%，民宿预

订量增长 55%。 

出境游方面，国庆日均出入境客流或与中秋假期持平，保持高位。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国庆节期间日均出入境

旅客将达到 1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8.5%。对比此前假期，国庆假期全国口岸

通关人次的同比增速较五一、端午假期（35.1%、45.1%）有所回落，与中秋假期（18.6%）

基本持平。但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国庆出入境人次或仍将位于较高水平。 

图表10：假期日均出入境人次 

 

资料来源：国家移民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3 http://wlt.sc.gov.cn/scwlt/wlyw/2024/10/6/a8bb7b38ed884f1d9254cbe986d6027a.shtml 
4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78350.htm 
5 https://news.cctv.cn/2024/09/27/ARTIVIn3rtEhKpzoneTZYtjL2409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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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产出现积极信号 

近期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推出有助于改善居民风险偏好，国庆假期新房销售面

积出现了一些环比改善的迹象，其中高能级城市的改善更为明显。 

 

3.1  假期新房销售面积出现回稳迹象 

近期，地产领域的逆周期调节政策频出。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宣布，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9 月 26 日政治局会议明确提

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目标，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随后，多个核心城

市进一步放松地产限购限售政策，给予购房优惠补贴等
6
。 

尽管政策推出的时间尚短，但从 30大中城市新房销售的高频数据来看，国庆假

期新房销售数据已经出现了一些环比改善的迹象。9 月 26 日到 10 月 5 日的十天间，

商品房成交面积相较 2019 年同期的复合平均增速为-13.0%，相较于政治局会议前 9

月（9.1-9.25）的复合平均增速（-19.3%）有明显的回升，也好于去年同期（复合平

均增速-13.6%）。 

 

图表11：国庆假期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6 https://mp.weixin.qq.com/s/i8P4O25tJuV15bmtbXqK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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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能级城市环比改善更明显 

分不同能级的城市来看，30 大中城市中的一、二、三线城市在国庆假期的新房

销售面积普遍较 9月政治局会议前的 9月（9.1-9.25）有所改善，其较 2019年同期

的复合平均增速分别回升 12.3、5.3、3.6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一些高能级城市的限

购限售政策放松力度更大有关。 

 

图表12：不同能级的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3：国庆假期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一线城市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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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国庆假期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二线城市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15：国庆假期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三线城市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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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政策与预期的不一致：若政策落地时间与力度有所变化，则相关领域的增速可能不

符合我们的预期。 

地缘政治恶化超预期：如果出现地缘政治事件，则出口可能不符合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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