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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1.本报告运营指标数据来源于航信系统航班库存数据，包含注册于中国内地、

香港、台湾、澳门的全部托管航空公司数据（注：含春秋航空数据章节会特殊注

明，默认不含春秋航空数据）。

2.旅客特征数据基于航信旅客订座数据计算汇总生成的旅客级航段数据，包含航

空公司范围同运营指标数据。

3.数据时间范围为春运 40 天（包括节前 15 天及节后 25 天），具体时间如下：

2017 年春运：1月 13 日—2月 21 日

2016 年春运：1月 24 日—3月 3日

2015 年春运：2月 4日—3月 15 日

2014 年春运：1月 16 日—2月 24 日

2013 年春运：1月 26 日—3月 6日

4.本报告中航线均指旅客实飞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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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航春运市场总体特征

1.1 整体市场运营分析

2017 年春运中国民航共运送旅客 5847 万人次（包含春秋航空公司运输旅客

6034.8 万人次）， 同比 2016 年春运增长 13%；执行航班 48.3 万余班（包含春秋

航空公司起降班次共 49.4 万余班），同比增长 14.8%；投放座位数 7525 万个（包

含春秋航空公司投放座位共 7736 万个），同比增长 11.2%；客座率达 85%，同比

增长 2%；平均价格 1016 元，同比增长 1.8%。

（注：旅客量：按航段旅客量计算；执行航班量：即起降班次；座位数：连续航段舱位数；客座率：连续

航段（旅客量/座位数）；平均价格：实际收入/旅客量）

1.2 国内城市间旅客流向分析

图中以颜色表示拥挤指数（拥挤指数=（入港旅客量/出港旅客量*100），展

现国内旅客城市间流动方向。绿色代表拥挤指数低，旅客呈流出趋势；红色代表

拥挤指数高，旅客呈流入趋势；黄色代表入港出港旅客基本持平。

1.2.1 春节前（1 月 13 日腊月十六-1月 27 日除夕）旅客流向

图 1.节前旅客流向

 如图 1所示，节前（1月 13 日-1 月 27 日）北上广深等多城市呈现绿色表明

这几个城市处于旅客流出趋势，侧面反映出经济发达的城市是外来人口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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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求学聚集地的首选。节前出港旅客客座率90%以上的城市分别是：深圳93%、

广州 91%、上海 91%、杭州 90%、北京 90%、乌鲁木齐 90%。

 与“绿色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无疑是“红色城市”，较为集中的则为东三

省的四个城市，表明这几个城市处于旅客流入趋势，“红色城市”也从侧面

反映出该区域的人口有大量向外流失的现状。入港旅客客座率 90%以上的城

市分别是：三亚 96%、成都 93%、海口 92%、重庆 91%、哈尔滨 91%、郑州 90%。

 近几年来，随着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经济能力的提升，春节期间外出旅游

也不失为一种时尚。因此像三亚、海口等旅游城市虽然节前也呈现出红色状

态，但它们的红色更有一部分原因是外来旅客来此度假形成的。

1.2.2 春节期间（1月 28 日正月初一-2 月 1 日正月初五）旅客流向

图 2.节中旅客流向

 参见图 2，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初五）出港旅客量排名前五城市分别为：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其客座率分别为 88%、85%、85%、85%、

85%；入港旅客客座率排名前五城市分别为：三亚 97%、海口 94%、厦门 91%、

成都 91%、昆明 90%。

 与节前的归乡、旅游相重叠的需要所不同，节中旅客流向呈现更为明显的旅

游特征，入港旅客客座率高的城市几乎均为热点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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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春节后（2 月 2 日正月初六-2 月 21 日正月二十五）旅客流向

图 3.节后旅客流向

 节后（2 月 2 日-2 月 21 日）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城市又迎来了昔日“车水

马龙的繁华景象”，与节前的绿色对比节后又变为了红色，参见图 3。节后入

港旅客量排名前五城市分别为：北京（228 万人次）、上海（190 万人次）、

广州（146万人次）、成都（124万人次）、昆明（121万人次）。

 节后入港旅客客座率 90%以上的城市分别为：三亚 94%、海口 91%、杭州 91%、

天津 90%、郑州 90%、南京 90%。错峰旅游潮使得三亚、海口、杭州等旅游

城市成为了“不褪色”的热点。

 节后出港旅客量排名前五城市分别为：北京（212万人次）、上海（170万人

次）、成都（135 万人次）、广州（135 万人次）、昆明（122万人次）。出港旅

客客座率 90%以上的城市分别为：三亚 97%、海口 96%、哈尔滨 93%、成都

92%、长沙 92%、沈阳 92%、郑州 92%、长春 91%、昆明 91%、西安 91%、

南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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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民航春运市场变化

2.1 运营数据主要变化

图 4.近五年民航市场走势

 国内航段运力（座位数）投放及旅客量增幅均触底反弹，跃出去年春运低谷

恢复至 10%以上同比增幅，参见图 4。

 国际航段增长趋势放缓比较明显，运力（座位数）投放及旅客增幅较此前两

年折半，市场遭遇瓶颈期增速放缓。

 港澳台航段运力投放及旅客量在春运期间出现近五年来首次负增长，且降幅

较大。

 航指数在去年 12 月推出的《民航春运前瞻专业版》中对国际市场的降温及

港澳台航线持续遇冷均有所预判，航司也针对市场预判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因此虽然国内、国际、港澳台市场走势均与去年出现较大程度变化，但其客

座率水平保持了稳中微涨，产投比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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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近五年春运 40 天趋势对比

 根据图 5 对比近五年春运 40 天趋势图，国内航线与往年趋势基本一致，出

行峰值期无明显变化。

 国际及港澳台航线趋势波动较往年略显平缓，峰谷差距缩小，旅客在春运 40

天中出行日期分布相对分散。

2.2 国内热点及异常变动点

图 6.2017 年春运国内航线 TOP20

 如图 6 所示，2017 年春运期间 TOP20 国内航线与去年保持一致，且旅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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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排名顺序及增幅呈现不同表现。

 重庆-北京、杭州-北京、杭州-广州这三条在近三年中出现过跳跃式上升（上

升 3个及以上位次）的航线均表现出了不俗的增长力，同比增幅在 14%-15%。

 深圳-上海则是 TOP20 热点航线中唯一的位次连续上升的航线，近两年市场

表现略优于其竞争航线广州-上海，市场增速相近。

图 7.2017 年春运吞吐量变动异常城市

 2017年春运日均吞吐旅客量超过万人的城市共 45 个，其中仅桂林出现了吞

吐量同比负增长，参见图 7。

 在日均吞吐万人的城市中有 7 个城市出现了 20%以上的异常高增速，依次为

石家庄、珠海、沈阳、太原、烟台、郑州、泉州，增幅从 43%-20%不等。

 从增长稳定性看，石家庄、泉州近两年增幅较为稳定，维持在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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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际市场变动

图 8.2017 年春运 TOP10 出入境航线

*出入境：中国内地城市与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城市互飞

 如图 8 所示，春运 TOP10出入境热点航线占据整体出入境民航市场的近 8 成

份额，且已出现明显的市场分化，热门旅游线路中-泰、中-日、中-韩在经历

了 2015年爆发式增长后，遭遇增长瓶颈。

 中远程航线中-美、中-澳、中-新近两年保持较好上升速度，在此趋势下将进

一步加大其在中国民航出入境市场中的份额比例。

 黑马航线中-越实现三级跳跃式增长，是 TOP10 热门出入境航线中同比增速

最高的航线，增速达 74%。

图 9.出入境重点航线显著变动

 参见图 9，除 TOP10出入境热点航线外，排名第 11-25 位的出入境重点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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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运期间日均旅客量过千，覆盖了 18%的市场份额。

 重点航线中旅客量同比增幅超过 30%的航线有六条，其中半数是东南亚旅游

航线，表现最为突出中-菲航线，客座率较去年同期高了 11 个百分点。

 中-加航线为重点航线中旅客量增幅最高的航线，但也是唯一的客座率下降航

线，产投比效果不甚理想。

 此外往返欧洲的中-法、中-英、中-意、中-俄航线在产投比方面表现不俗，客

座率均有 7-8个百分点的提升。

2.4 旅客特征变化

图 10.旅客行为显著变化

 根据图 10，观察近三年春运期间的旅客特征，基本旅客属性变动不大，而旅

客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行为特征上。

 由于互联网+发展，旅客对于网络值机接受认可程度迅速提升，国内航线网

络值机加速增长，在提升了旅客值机便利度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值机时间的

分布，6小时以上值机旅客比例明显上升。

 出入境航线方面团队旅客比例连续下滑，从 2015 年的 32%下降到今年春运

不足 1/4的占比。随着出境旅游市场的日益成熟，出入境旅游需求逐步向散

客自由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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