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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部发布国庆出游数据。经文旅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7.65 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5.9%，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0.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7008.17 亿

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3%，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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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事件 

文旅部发布国庆出游数据。经文旅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7.65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5.9%，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0.2%；国内游客出游

总花费 7008.1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3%，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9%。 

➢ 国内游：出游热情延续，人均消费恢复至 2019 年 97.9% 

文旅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7008.1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

比增长 6.3%，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7.9%。从量的维度对比，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

次较 2019 年恢复度为 110.2%，恢复度好于中秋假期，彰显出游韧性与活力；价

格因素看，国庆人均消费好于去年同期，恢复至 2019 年 97.9%，恢复度虽然不及

中秋，但在疫后长假中恢复度排序靠前。 

➢ 出入境：延续较高增速 

随着航线恢复、便利化措施的落地及免签国家的增多，出入境客流走高，国际和港

澳台旅游供应链全面恢复。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期间全国边检

机关共计保障 1309.8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187.1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25.8%，好于节前预期。价格方面，伴随供给恢复，国庆假期，中国至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出境短航线机票价格已回落至与 2019 年持平。从出境游目的地观

察，近程市场和传统远程目的地依然是核心市场，港澳基础市场地位更加巩固。 

➢ 国内游目的地：传统景区和小众县城共振 

从国内游目的地观察，目的地下沉趋势延续，传统热门景区热度高。从上市景区为

代表的传统热门景区看，国庆假期，峨眉山/长白山/黄山/宋城演艺接待旅客数同比

增长 19%/18%/12%/60%，客流表现优。此外，同程旅行平台上，三线及以下城

市用车预订热度增长超过50%，全国近百个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50%。

我们认为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一方面反映了旅游“性价比”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居民旅游行为的多元化，旅游空间和体验场景均可以成为有吸引力的出游选项。 

➢ 酒旅餐饮：全国酒店 OCC 同比上行 

从酒店餐饮经营数据观察，国庆假期流量上行。2024 年国庆假期全国酒店大盘

OCC 同比去年假期增长 5.1%，大盘的 ADR 仍有 11%左右的下滑幅度；国庆假

期，北京、西安、上海等重点旅游城市的海底捞火锅接待量均刷新年内最高单日数

据，部分门店迎来历史最高单日客流。而离岛免税市场销售压力依然存在，国庆假

期离岛免税日均销售额同比下滑 33%，其中日均购物人次同比下滑 25.9%，人均

消费同比下滑 8.9%。 

➢ 投资建议：关注顺周期方向 

国庆假期出游意愿延续，人均消费同比去年增长，目的地下沉、出游客群年轻化等

旅游趋势延续。伴随供给侧求新，需求侧消费结构性变迁、银发市场及下沉市场消

费潜力释放，我们预计国内游有望稳步增长，入境游在政策催化下持续成长。 

考虑到政策助力下的预期改善，推荐具备顺周期属性的人服、酒店、餐饮、旅游等

行业，建议关注：北京人力、锦江酒店、九毛九、中国中免等。   
风险提示：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天气恶劣超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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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游大盘：出游热情延续 

1.1 国内出游：人均消费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97.9% 

国庆出游数据呈现“量增价稳”态势。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

全国国内出游 7.6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5.9%，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0.2%；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7008.1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3%，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7.9%。推算可知，人均消费同比增长 0.4%，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2.1%。从量的

维度对比，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次较 2019 年恢复度为 110.2%，好于中秋假期；价

格因素看，人均消费好于去年同期，恢复至 2019 年 97.9%，恢复度虽不及中秋，但

在长假中恢复度排序靠前。 

图表1：2024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人次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0.2%，人均消费恢复至 2019年同期 97.9% 

 
资料来源：文旅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出行热情延续，大众旅游正进入快旅慢游新阶段。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国庆假

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0.03 亿人次，日均 28618.7 万人次，比 2023 年

同期（中秋国庆节假期，共 8 日）日均增长 3.9%，比 2019 年同期（国庆节假期期

间）日均增长 23.1%，好于节前较 2019 年同期 19.4%的增幅预期，再次反映国内出

游热度不减。结合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假期出行半径数据，游客在目的地平均游憩半径

的增幅高于平均出游半径。这表明，大众旅游时代，居民并不追求绝对的远方，也会

追求目的地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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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较 2019年同期增

长 23% 

 

图表3：国庆假期全国迁徙规模指数超去年同期约 5%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4：国庆节假日七天游客平均出游半径为 185.3公里 

 

图表5：国庆假期游客在目的地平均游憩半径为 18.5公里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出入境：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攀新高 

出入境人次维持高增。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

共计保障 1309.8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187.1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25.8%，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 10 月 5 日，达 203.5 万人次。人次数据好于节前预

期。价格方面，伴随供给恢复，国庆假期，中国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出境短

航线机票价格已回落至与 2019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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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国庆假期出入境日均客流同比增 25.8% 

 

图表7：国庆假期前 6日访澳旅客日均超 15万人次 

  

资料来源：国家移民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香港入境处，澳门旅游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攀新高。出境游目的地方面，出境旅游以近程市场和传统远

程目的地为主，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泰国、英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

和澳大利亚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家。而港澳基础市场地位更加巩固，以澳门为例，

国庆假期，入境澳门旅客量达 99.31 万人次，日均 14.1 万人次，同比上升 22.9%，

其中 10 月 3 日入境旅客达 17.4 万人次，创下有正式统计数据以来，国庆假期澳门

最高日均和单日旅客量。入境游市场，国庆假期的主要客源国包括越南、缅甸、韩国、

俄罗斯、马来西亚、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 

2. 国内游趋势：下沉化、年轻化 

2.1 目的地：传统景区和小众县城共振 

传统热门景区依然热门。从目的地视角看，广东、江苏、四川、山东、河北、河

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浙江游客接待规模居前，十省合计接待了全国 57.7%的国内

游客。从城市来看，重庆、北京、成都、武汉、上海、广州、西安、天津、杭州和长

沙等十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合计接待了全国 16.9%的国内游客。从上

市景区看，国庆假期，峨眉山 /长白山 /黄山 /宋城演艺接待旅客数同比增长

19%/18%/12%/60%，客流表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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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4年国庆假期国内出行目的地 TOP10 

  马蜂窝 去哪儿 携程 

1 北京 北京 北京 

2 上海 成都 上海 

3 成都 重庆 成都 

4 重庆 上海 广州 

5 广州 杭州 杭州 

6 西安 西安 南京 

7 南京 南京 重庆 

8 杭州 长沙 西安 

9 苏州 广州 深圳 

10 武汉 武汉 武汉 
 

资料来源：马蜂窝，去哪儿，携程，国联证券研究所 

目的地下沉趋势延续。国庆假期延续旅游目的地下沉趋势，九寨沟、安吉、香格

里拉、平潭、都江堰、景洪等县级市和县城在国庆首日分别实现订单 109%、86%、

74%、67%、51%、50%的增长。同程旅行平台上，三线及以下城市用车预订热度增

长超过 50%，全国近百个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 50%。我们认为旅游目的

地的下沉一方面反映了旅游“性价比”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居民旅游行为的多元

化，旅游空间和体验场景均可以成为有吸引力的出游选项。 

2.2 出游客群：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释放 

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成为出境游新增长点。基础设施的完善驱动下沉市场消费

活力释放，伴随新建机场、新增航线等交通供给上行，去哪儿数据平台显示，国庆期

间，600 余个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县城居民首次乘坐飞机，首次购买机票量同比增长逾

5 成。从携程平台上的数据看，国庆假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出境游订单同比增长 3

倍。 

旅游主力人群年轻化。携程报告显示，国庆期间，携程平台上，00 后（不含 05

后）订单占比近 20%，已经超过 85 后和 90 后成为出游人群的消费主力。且年轻人

的消费倾向与其他年龄段客群有所不同，音乐节和演唱会是 00 后年轻人文旅消费的

热点。 

3. 餐酒免税：全国酒店 OCC 同比上行 

3.1 酒店：酒店 OCC 同比增 5%，价格仍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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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经营量增价跌。考虑到基数的原因，我们采用酒店之家国庆前后 2 周平均

数据作为国庆假期观测指标，同比 2023 年国庆假期来看，2024 年国庆假期全国酒

店大盘 OCC 同比去年增长 5.1%，大盘的 ADR 仍有 11%左右的下滑幅度。飞猪数

据显示，国庆假期，国内酒店预订均价同比下降约 6%；国际酒店预订均价同比去年

下降约 3%。去哪儿平台也反馈，今年国庆假期，国内高星酒店、国际酒店均价均同

比下降 15%。 

图表9：双周平均来看，国庆假期酒店大盘 OCC同比+5%，

ADR同比-11.2% 

 

图表10：国庆假期全国酒店 RevPAR较 2019年-9% 

  
资料来源：酒店之家，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酒店之家，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餐饮：堂食消费同比增长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 5 天，餐饮堂食消费日均值相比 2023 年国庆假期增

长 33.4%，分消费时段来看，夜间时段消费较 2023 年假期增长 44.8 个百分点。具

体省份看，国庆假期，上海市徐汇区抽样的 9 家正餐餐饮企业，7 天累计营业额同比

2023 年增长 1%，同比 2019 年增长近 10%。 

从头部餐企经营情况来看，2024 年国庆假期前六天，海底捞全国超 1300 家门

店共计接待顾客超 1000 万人次。其中，10 月 1 日当天全国海底捞火锅门店共计接

待顾客超 190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5%。北京、西安、上海等重点旅游城市的海底捞

火锅接待量均刷新年内最高单日数据，部分门店迎来历史最高单日客流。 

3.3 免税：日均销售同比下滑 33% 

国庆假期海南省旅客总花费小幅增长。2024 年国庆假期，海南省共接待游客

413.32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0.7%。其中过夜游客 163.20 万人次，按可比

口径同比增长 12.4%；一日游游客 250.12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9.5%。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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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总花费 57.38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1%，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全省旅游住

宿单位客房平均入住率 63.24%，同比增长 3.2%，其中民宿平均入住率 52.10%，同

比增长 0.7%。 

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日均销售额同比下滑 33%。海口海关数据显示，国庆假期，

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7.85 亿元、免税购物旅客 11.02 万人次、人

均消费 7124 元。从日均销售情况来看，2024 年国庆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日均购物金

额为 1.1 亿元，同比下滑 32.5%，其中日均购物人次同比下滑 25.9%，人均消费同

比下滑 8.9%。 

图表11：2024年国庆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日均购物金额为 1.1亿元 

 
资料来源：海口海关，国联证券研究所 

4. 行业前瞻及投资建议：关注顺周期方向 

国庆假期出游意愿延续，人均消费同比 2023 年假期增长，目的地下沉、出游客

群年轻化等旅游趋势延续。伴随供给侧求新，需求侧消费结构性变迁、银发市场及下

沉市场消费潜力释放，我们预计国内游有望稳步增长，入境游在政策催化下持续成长。 

考虑到政策助力下的预期改善，推荐具备顺周期属性的人服、酒店、餐饮、旅游

等行业，建议关注：北京人力、锦江酒店、九毛九、中国中免等。 

5. 风险提示 

经济增长放缓风险。旅游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经济繁荣程度与居民收入水平影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24元旦 24春节 24清明 24五一 24端午 24中秋 24国庆

日销（亿元，右轴） 日均购物人次（万人次，右轴） 人均消费（元，左轴）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10 / 11 

行业研究|行业专题研究 

响行业经营，若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将影响行业需求端的恢复。 

天气恶劣超预期风险。出游消费与天气情况强相关，若出现恶劣天气，出游计划或将

无法如期开展。 

市场竞争加剧超预期风险。近年，旅游热点频出，若竞争加剧，则会影响现有景区企

业的扩张、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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