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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不及预期，会拖累消费吗？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春运出行可能不及预期。前 6天，春运出行人次较预期仍有约 8000万

的差距。按当前趋势外推，今年春运可能恢复至 2019 年的 55%左右，对应约 16.4

亿人次的客流量，距离此前预期差距较大（恢复至 2019 年的 70.3%）。春运不及

预期对当前消费总量复苏的影响并不大，更多是信号意义，代表着疫情风险规避、

收入偏弱等因素影响之下较为谨慎的出行，可能揭示出春节消费的复苏并没有预

期那么快。 

 （1）1 月 7-12 日（腊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春运累计旅客发送量为 2.21 亿人次，

较 2022 年同期的 1.55 亿人次，增长了 43%左右；但相比 2019 年同期的 4.28 亿

人次，仍只恢复一半左右。1 月 6 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春运可

恢复到 2019 年的 70.3%，对应之前六天客运量预期为 3.01 亿人次，前六天实际

客运量比预期少近 8000 万人次。 

 （2）根据百度迁徙指数，我们发现：①今年春运自驾出行的人口规模可能已超过

2019 年；②相比粤江浙沪，北京本次春运的人口流出恢复偏慢。 

 （3）按当前趋势外推，今年春运可能恢复至 2019 年的 55%左右，对应约 16.4 亿

人次的客流量。 

 （4）春运不及预期的原因有三：一是担忧感染和二次感染风险，二是疫情以来流

动人口就业本地化减少春运出行，三是居民收入和预期对旅游和长途探亲形成经

济成本约束。 

 （5）春运不及预期对消费总量影响不大，不会拖累复苏，因其并不会对短期内的

居民收入和消费场景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信号意义，意味着人员流动和消费的复

苏并非一蹴而就，对春节消费复苏的速度可能不宜高估。 

 （6）春运不及预期对消费的结构影响突出，人口迁移带来的“城乡消费迁移”效

果会减弱，与“就地过年”效果类似。2016-2019 年，由于春节期间乡村消费增长

更快，乡村社零占城镇社零的比例，呈现出 1-2 月高于全年的特点，平均高 0.5 个

点左右。但 2021-2022 两年“就地过年”期间，城镇到农村的消费迁移并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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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零占城镇社零的比例呈现出相反特点，1-2 月明显低于全年，平均低 0.3 个

点左右。 

 （7）节前消费和人口流动存在几个特点：一是主要城市的消费复苏态势仍较明朗，

十大城市的百度消费复苏指数自 12 月中旬以来处在回升态势。二是市内人口流动

尚未出现季节性下降，仍处在复苏回升态势，与疫情前的市内流动相比，一线>二

线>三线。高线城市市内流动好于低线城市，也是春运出行不及预期的结果，一二

线城市人口流出仍弱于往年。三是自驾恢复情况好于公共交通，体现为市内拥堵指

数恢复情况好于地铁客运量，与春运长途出行特点一致。 

 风险提示：节后春运返程人次如果大幅回升，整体春运仍能接近原来预期；二次感

染风险上升，春运出行人次下降；人员流动的修复被其他突发事件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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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运出行可能不及预期 

前 6 天，春运出行人次较预期仍有约 8000 万的差距。今年春运启动已经近
一周，客流量相比去年大幅反弹，但距离预期差距仍然较大。1 月 7-12 日（腊月
十六至二十一日），春运累计旅客发送量为 2.21 亿人次，较 2022 年同期的 1.55

亿人次，增长了 43%左右；但相比 2019 年同期的 4.28 亿人次，仍只恢复一半左
右。1月 6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春运可恢复到 2019年的70.3%，
对应之前六天客运量预期为 3.01 亿人次，前六天实际客运量比预期少近 8000 万
人次。 

历史上来看，疫情前对春运的预测较为准确，比如 2018、2019 年交通部预
测值分别为 29.9、29.8 亿人次，与实际数据的误差在 0.1 亿人次以内。近两年的
预测误差较大，2021、2022 年预测值分别为 17、17.4 亿人次，但实际数据为 8.7、
10.5 亿人次，实际客流量只有预测值的五到六成，明显高估。背后原因是疫情前
春运客流量较为稳定，比如 2016-2019年间客运量稳定在 29.1-29.8亿人次之间，
而近几年出行人次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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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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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但春运出行人次较预期差距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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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预期=2019 年*70.3% 

 

图 3：近两年春运出行预测数与实际数偏差较大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Wind，德邦研究所 

观察春运的另一视角是百度迁徙指数，但百度迁徙指数所体现出来的结果与
交通部的春运统计数据相差较大。比如交通部数据显示，2022 年春运出行人次为
10.5 亿，较 2021 年同比增加 20.7%，但百度迁徙大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正月
初六，春节期间全国人口迁徙规模日均值为 2021 年农历同期的近两倍1。这一差
异可能来自于对迁徙的定义不同、数据来源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借助百度迁徙
指数得到两条结论： 

一是春运自驾出行的人口规模可能已超过 2019 年。百度迁徙指数通过设备
定位信息来界定迁徙，并不区分交通工具，而交通部春运数据主要是公共交通工

                                                      
1 百度地图春运大数据：今年春节人口迁徙整体规模为去年近两倍 (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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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出行人次，二者差异在于是否包含自驾出行。2022 和 2023 年全国层面的百
度迁徙指数接近或超过 2019 年，而交通部春运数据与 2019 年差距仍较大，这可
能意味着，出于对公共交通疫情风险的规避，近年自驾出行的人口规模在高速增
长，可能已超过 2019 年。 

二是相比粤江浙沪，北京本次春运的人口流出恢复偏慢。今年全国的迁徙指
数和粤江浙沪的迁出指数均已接近或超过 2019 年水平，但北京的迁出指数仍显
著低于 2019 年，仅略高于去年，这说明相比全国和粤江浙沪四地，北京春运规模
可能较 2019 年差距仍较大。 

 

图 4：全国的百度迁徙指数  图 5：北京的百度迁徙指数（迁出）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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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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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海的百度迁徙指数（迁出）  图 7：广东的百度迁徙指数（迁出）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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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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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江苏的百度迁徙指数（迁出）  图 9：浙江的百度迁徙指数（迁出）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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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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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当前趋势外推，今年春运可能恢复至 2019年的 55%左右，对应约 16.4亿
人次的客流量。第一周的出行强度往往就反映了整个春运的情况，如 2021、2022

年前六天的出行人次分别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36.2%、24.8%，而整个春运期间
恢复到 2019 年的 35.2%、29.2%，十分接近。今年前六天恢复到 2019 同期的
51.6%，但由于学生提前放假，节后返程人次会明显高于节前出行人次，预计今年
春运可能恢复到 2019 年的 55%左右，对应约 16.4 亿人次的客流量。而此前《中
国交通报》通过对 7000 多份问卷调查，预测今年春运客运量为 17 亿人次左右2，
结果较为接近。 

2. 规避疫情风险与消费复苏 

2.1. 规避疫情风险是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春运出行不及预期背后有三方面原因，最核心的因素仍然是规避疫
情风险。 

一是疫情使得人们当前出行更为谨慎。百度疫情搜索指数在 12 月 21 日达峰，
1 月 12 日已回落至峰值的 7.1%。一些地区公布的调查数据也可作为佐证，如河
南省在 1 月 9 日的发布会上指出，全省感染率为 89%左右3。今年春运于 1 月 7

日启动，但此前全国刚经历了一轮疫情高峰，春运期间许多人对于疫情的担忧仍
然存在，感染和二次感染的风险对出行需求的抑制可能大于预期。 

二是疫情三年部分流动就业人口转为本土就业，这也导致了春节期间的流动

减少。我们在此前报告《人口流动重启，如何影响经济》中指出，大量的外出农民

工在疫情后选择了本地就业。2020-2021 年，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均变动由疫情

前 16-19 年的+135 万，变为-126.5 万，同时，本地农民工人数从+197 万变为

+213.5 万。2019-2021 年，外出农民工占比下降了 1.2 个点，而此前 2016-2019

这四年间波动不超过 0.2 个点。由于农民工返乡规模较大，农业农村部也在积极

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截至（2022 年）6 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

                                                      
2 温暖回家路丨问卷调查显示：春节“补偿式”返乡需求大幅提高但总体低于预期 (gzstv.com) 
3 河南已过疫情高峰，近九成人感染 (baidu.com)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1 3 5 7 9 11 13 15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1 3 5 7 9 11 13 15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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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