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文旅业迎来持续复苏。图为荆州园博园首届生态露营音乐节吸引了诸多年轻人前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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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成

为了国内航空业的一次跃升。

根据民航局网站消息，4 月 29 日

至 5 月 3 日 ，民 航 共 运 输 旅 客

941.2 万人次，日均运输 188.2 万

人次，比 2022 年“五一”假期日均

数 31.0 万 人 次 增 长 508.0% ，比

2019 年“五一”假期日均数 180.7

万人次增长 4.2%。其中，地处西

南的重庆、成都机场运输量排名

靠前。

据初步统计，4月29日至5月

3 日，重庆江北机场累计保障航

班约 4526 架次，迎送国内外旅客

约68.69万人次，比去年“五一”假

期 分 别 增 长 128.36％ 和

216.11%。成都两座机场国内航

线实际执行客运航班量更是超过

了 7000 班次。同样在今年，成都

的“双机场”开启了常态化运营，

重庆的第二座机场也进入了落地

阶段。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曹允春告诉《中国经营

报》记者，经济发展需要更大的经

济空间，内陆地区进入世界的地

理位置受限，就需要航空、铁路这

样的交通方式。而航空基础又能

够带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这样

重量轻、体积小、高附加值的一些

产业，这也是符合高质量发展方

向的。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后强也

指出，成渝地区不沿边、不靠海，

要打造东西南北四向连通的全方

位开放通道，必须依靠航空，大力

推进川渝共建世界级机场群也就

顺理成章。

迈向世界级机场群 成渝航空产业蓄势起飞

2021 年 6 月，成都的第二座

国际机场——天府国际机场就

已经投入运营，但囿于疫情原

因，天府国际机场的航运量保持

在低位运行。今年以来，包括天

府国际机场、双流机场在内的航

运量持续增加。今年 3 月 26 日，

成都的国际客运航班全部转场

至天府国际机场运营，地区客运

航班全部临时转场至天府国际

机场运行。国际及地区客运航

班转场后，成都的第二座机场也

开启了繁忙时刻。

据介绍，天府机场定位为引

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国际航空枢

纽，双流机场则定位为高质量区

域航空枢纽。今后，双流机场将

着力打造国内主要城市精品商务

快线，以及公务航空市场；同时大

力发展航空货运，以欧洲、北美、

东盟航线为重点，织密货运航线

网络。

在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投用

不到两年，重庆的第二座机场建

设也有了进展，璧山正兴场址被

认定为重庆市新机场的推荐场

址。公开资料显示，重庆新机场

按照满足约 7000 万～8000 万人

次规模进行选址，定位为重庆国

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区

域枢纽机场并承担货运枢纽功

能。如此，重庆将是继北京、上

海、成都等城市后，又一个拥有双

国际机场的城市。

城市里已经有一座国际机

场，为什么还要再建一座？曹允

春表示，双机场的建设首先缘于

从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机

场规模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否则

在乘机体验方面会有负面影响。

机场规模在达到一个天花板以

后，就需要建设两个机场，把客流

分离一下。

重庆新建一座机场的规划早

已有之。2021 年 1 月，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重庆市民

航 发 展“ 十 四 五 ”规 划（2021—

2025年）》即指出，“江北国际机场

设施容量趋于饱和”，因此，“规划

新增重庆新机场”。在这份规划

中，重庆新机场的总投资规模为

450 亿元，新建两条跑道，按 2035

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配套建

设相关设施。

双机场是城市发展到一定规

模后的一个必然趋势。除重庆外，

广州、厦门、昆明、杭州也已经将第

二机场列入规划，或者已经开始了

建设。在以后，双机场或将成为一

座大型城市的必有配置。

双机场建设提速

虽然深处内陆，但重庆和成都

的航运量还是达到了惊人的体量。

2022 年 ，重 庆 江 北 机 场 以

2167 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跃居

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今年一季

度，成都航空枢纽起降航班 11.7

万架次，起降航班、旅客吞吐量

同比分别增长43.8%、68.7%，起降

架次和旅客吞吐量均创历史新

高，旅客吞吐量在全国城市中排

名第三。

在巨大的客运量背后，是成渝

地区经济体量的快速提升。2022

年，成都 GDP 历史性地突破 2 万

亿元，排名全国第7位。重庆则达

到了2.9万亿元，排名全国第4位。

另外，航空基础对当地的经

济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建设方

案》中，给成都天府临空经济区

四个发展定位：成渝世界级机场

群核心枢纽、临空产业创新发展

高地、向西向南开放窗口、现代

化空港新城。机场的建设势必

会助推当地产业发展和对外开

放程度。

但成渝地区的航空不仅限于

成都和重庆两地，其他城市的作用

同样很大。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包

括了以成都双流、重庆江北等枢纽

机场为核心，以天府、绵阳、宜宾、

泸州、万州、达州、南充、黔江等机

场为骨干和重要补充的国家综合

机场体系。近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与西部战区空军也正式签订了新

建四川广安民用机场军地协议，川

渝地区一座新的地级市民用机场

也将诞生。

最终，成渝机场群将会与京

津冀机场群、长三角机场群、粤

港澳大湾区机场群一起，组成我

国四大机场群。但相比之下，成

渝 机 场 群 的 货 运 量 尚 略 显 薄

弱。比如，长三角机场群不仅拥

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

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南京

禄口国际机场、合肥新桥国际机

场等大型枢纽机场，还在扬州、

常州、南通等多地分布了 23 座机

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十分强

大。而成渝机场群则在国际枢

纽功能、机场群综合保障能力、

区域民航协同发展机制、创新驱

动和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等方面

还是存在着一些短板，有很大的

赶超空间。

西南地区的空中增长极

跨省中长线游、周边游和热点景区高位运行。

今年“五一”假期，北上广深杭和成渝之间航线最为热门。

究竟怎样才算是世界级机场群？

李后强介绍，机场群是指以一

两个空域资源丰富、流量压力较大

的枢纽型机场为核心，周边联系相

对紧密城市中的、规模相对稍小的

机场辅助和新机场分担部分国内、

短程航线，并逐渐辐射到更“毛细”

航空网络的形态。一般说，每 10

万平方公里至少有 5 个以上机场

就是机场群。

据统计，全球约有60座城市拥

有2个及以上民用机场，“双国际机

场”几乎成为世界城市的标配。

成渝地区正在距离世界级机

场群越来越近。2022 年 3 月出台

的《民航局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

场群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初

具规模，成为支撑我国民航发展的

第四极。届时，运输机场达到 12

个，年客货保障能力分别约为2.1

亿人次和370万吨。到2035年，全

面建成双核引领、便捷通达、安全

可靠、智慧先进、绿色集约、协同高

效的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李后强分析称，从经济学角度

看，机场群=城市群×产业集群×开

放度×空域资源度。机场群成熟度

与城市群（城镇化）、经济总量、财政

能力、公共机构组织架构、航空出

行需求、平均机场规模、交通基础

设施完善程度等指标密切相关。

打造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

是民航主动服务、落实国家战略、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

题，也是新时期民航强国建设的一

项重要任务。要充分认识成渝世

界级城市群和世界级机场群相互

支撑的关系，世界级产业集群和世

界级机场群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

以及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的

紧密联系，抓住重大战略机遇，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建设好成渝

世界级机场群。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虽然成

渝地区的航空客运量已经达到相

当的规模，但货运量还远不及其他

机场群。2022年长三角机场群完

成货邮吞吐量497.7万吨，粤港澳

大湾区机场群珠三角九市完成

342.6 万吨，京津冀机场群完成

129.3 万吨，而成渝机场群仅完成

104.3万吨。

李后强指出，目前我国机场群

发展还存在“同质度”较高、“整合

度”较差、“辐射度”较低、“内联度”

不高、“显示度”不高等问题。参考

美国纽约机场群的发展经验，我们

应该建立跨区域统管机构，适当提

升群内机场密度，并通过调整机场

收费标准、航权时刻政策，优化航

线分配，引导机场差异化发展，确

保机场群的发展符合所在城市群

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

世界级机场群会怎样？

2023年，文旅市场快速复苏甚至超越历史正常水平，行业上下游生态链整体活跃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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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出游达2.74亿人次

文旅民航业“五一”持续复苏 景区门票增长9倍助力公司业绩改善
本报记者 郭阳琛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尽管对“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人次大幅增长有充足预期，但最终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还是远超

出携程的预测数据。

5月3日，文化和旅游部（以下

简称“文旅部”）数据中心发布的测

算数据显示，2023年“五一”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74 亿人

次，同比增长 70.83%，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19.09%；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1480.56 亿元，同

比增长 128.90%，按可比口径恢复

至2019年同期的100.66%。

而携程此前发布的《2023 年

“五一”假期旅游预测报告》显示，

“五一”假期旅游人次有望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预计达到2亿人

次，创下五年来新高。

携程 5 月 3 日发布的《2023 年

“五一”出游数据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五一”假期，用户飞行

距离达四年巅峰，出游半径较去年

同期增长25%；跨省酒店预订占比超

7成；国内景区门票票量同比增长9

倍，较疫情前2019年“五一”增长超2

倍；出境游订单同比增长近7倍，多

地机票酒店订单超2019年水平。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文旅业尤其是长线游持续

复苏，也助推铁路、民航旅客发送

量增长明显。据交通运输部5月3

日晚间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

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

旅客总量 2.70 亿人次，日均发送

5403.8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日均

下降19.3%，比2022年同期日均增

长162.9%。

与此同时，国内旅游热情高

涨，带动国内景区门票票量同比增

长9倍，也有望对相关旅游景区上

市公司业绩持续带来利好。携程

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彭涵表

示：“2023年‘五一’旅游市场的消

费特点，首先体现在长线出行需求

的强烈释放，也会带动‘吃住行游

购娱’整条产业链的繁荣复苏。对

于整个线下消费而言，旅游属于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火车头’，诸

多产业也因此受益。”

“‘五一’假期，重庆洪崖洞景

区十分热闹，游客在景区入口排队

只能缓步向前移动。”4月29日，来

自北京的25岁北京小学教师闫新

鑫在下高铁稍作休整后便来到洪

崖洞景区。

马蜂窝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今

年“五一”假期，美景与美食兼备的

川渝地区表现依旧抢眼，重庆市在

“五一”假期热门城市中位居次

席。在洪崖洞江对岸拍摄“赛博朋

克”大片，已成为年轻人在重庆游

玩的必备打卡项目，大足石刻同样

迎来了大批客流，热度增长81%。

同样热闹的还有上海外滩。

今年“五一”假期，黄浦江两岸绚丽

多姿的夜景和富有历史年代感的

万国建筑群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

来打卡。相关统计数据显示，5 月

1日19时20分，上海外滩滨水区客

流瞬时峰值达 7.5 万人，当日累计

总客流达 66 万人次，创下“五一”

假期客流量历史新高。

市民出游热情高涨，也给国内

景区带来诸多利好。文旅部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

1.28万家A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

占A级旅游景区总数的86%，除北

方部分省份景区因季节性原因暂

未开放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旅游

景区实现“应开尽开”。期间，全国

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11万场次，票

房收入 15.19 亿元，观演人数约

865.49万人次。

“跨省中长线游、周边游和热

点景区高位运行。”文旅部表示，

“五一”假期，全国旅游出游人次超

过 2019 年同期水平，出行距离和

消费活跃度创下历史新高，游客出

游半径和目的地游憩半径双提升，

300公里以上的跨市、跨省游热度

明显走高。

携程发布的上述《报告》也显

示，今年“五一”假期，用户平均出游

半径较2022年同期增长25%，其中

飞机出行平均距离为1638千米，约

等于上海飞往呼和浩特的距离，达

到4年来的巅峰。“高铁游”出行距离

同样大幅提升，用户单程平均出行

389千米，已恢复至2019年的8成水

平，约等于上海至黄山的单程距离。

美景与美食兼备

市民出游热情高涨，也带动铁

路和民航旅客发送量大幅增长。

交通运输部5月3日晚间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

期，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088.1万人

次，日均发送 1817.6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日均增长 22.1%，比

2022年同期日均增长464.4%。其

中，假期最后一天的5月3日，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环比增

长 12.4%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2.6%，比2022年同期增长402.5%。

相较于高铁，诸多旅客更青睐

选择民航远距离出行。根据携程

旗下FlightAi市场洞察平台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假期，北上广深杭

和成渝之间航线最为热门，假期国

内单程含税机票均价为1211元，较

2019年增长39%。此外，头等舱、

商务舱两舱机票单程均价为2443

元，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

80%，订单涨幅超过经济舱水平。

票价上涨只是民航业复苏的

一个缩影。国家民航局披露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民航

业共完成旅客运输量1.29亿人次，

同比增长68.9%，旅客运输规模相

当于2019年同期的80.0%，较2022

年四季度大幅提升51个百分点。

另据交通运输部 5 月 3 日晚

间统计数据，“五一”假期，民航预

计发送旅客941.5万人次，日均发

送188.3万人次，和2019年同期相

比日均增长4.2%，比2022年同期

日均增长了507.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

东 航（600115.SH）、中 国 国 航

（601111.SH）、南方航空(600029.

SH)、春秋航空（601021.SH）和吉

祥航空（603885.SH）等航司仍在

持续增加国际和地区航班量。以

中国东航为例，4月中旬，中国东

航执行的国际和地区客运航线数

量已达70条，平均每周执行国际、

地区航班已恢复至844班次，周航

班量较今年3月增长60%。

《报告》指出，距离较近的亚

洲国家和地区是内地出境旅客的

首选。根据携程机票数据，近

70%的出境意向集中在东南亚地

区。中国香港、曼谷、中国澳门、

新加坡、普吉岛、首尔、东京、吉隆

坡、大阪、中国台北等地成为今年

“五一”假期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民航、铁路旅客发送量明显增长

文旅行业加速回暖，也让文

旅企业“久旱逢甘霖”。

“今年‘五一’假期，看了山看

了海，也在景区看了人山和人

海。”《报告》显示，“五一”假期，国

内景区门票票量同比增长9倍，较

2019年的“五一”增长超2倍。

据了解，“五一”假期，复星旅文

（01992.HK）旗下的三亚·亚特兰蒂

斯酒店预订量持续攀升。与此同

时，4 月 27 日，复星旅文旗下的

Club Med地中海俱乐部正式官宣

旗下精致短途游产品 Club Med

Joyview启用全新中文名“地中海·

邻境”。

记者从复星旅文方面了解到，

4月29日～5月1日，Club Med地

中海俱乐部中国度假村平均出租

率超过95%，其中Club Med地中

海·邻境的安吉和黄金海岸度假村

连续三天满房。4月30日，地中海·

邻境旗下四家度假村全部满房，桂

林度假村在4月30日～5月1日满

房，丽江度假村也在5月1日满房。

值得注意的是，“五一”假期天

气晴好，游客出游意愿强烈，也带动

了城市周边出游需求的充分释放。

以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的荆州园博园

为例，4月28日～5月3日，荆州园博

园首届生态露营音乐节吸引了荆州

市及周边市民和大学生前来打卡，

帐篷露营和户外烧烤、小龙虾等美

食让游客享受春日里的闲情野趣。

荆州园博园生态园林建设运

营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为期5天的荆州园博园首届生态

露营音乐节举办期间，荆州园博

园累计接待湖北省内外游客近5

万人，实现园区门票、二次销售等

综合运营收入约120万元。

而在无锡拈花湾景区，据拈花

湾文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五

一”假期，融合声电光影、科技与文

化的创意“视觉盛宴”——《禅行》等

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游

客。公司旗下的南京金陵小城也围

绕当地传统文化，从“吃、喝、玩、乐、

宿”打造“黄金周”独特体验。

“文旅复苏势头迅猛。”天目湖

（603136.SH）在 4 月 28 日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中表示，2023

年，文旅市场快速复苏甚至超越历

史正常水平，行业上下游生态链整

体活跃度不断提升。文旅市场综

合联动效应包括交通出行、住宿、

餐饮、娱乐、购物、快递乃至医疗、

市政等整个旅游生态的同步复苏。

4月28日，三特索道（002159.

SZ）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也

显示，报告期内，三特索道实现营

业 收 入 1.6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3.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871.78万元。

对于今年的发展计划，三特索

道方面表示，2023年，随着外部形势

转好，文旅市场复苏势头强劲，公司

将以扭亏增盈为导向，抢营收、抓效

益、增利润，充分利用现有的经营管

理体系，保持与市场变化趋势同频

共振，利用新动能构建新服务场景，

从产品创新、营销优化、信息化管理

三方面全面提升运营水平。

文旅企业乘势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