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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人们外出旅游的意愿变强

了，可供选择的航班变多了，各大机场也变

得越来越热闹。”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家

住北京的孙昭带着父母和孩子，开启了一

场难忘的云贵之旅，机场人山人海的景象，

令他印象十分深刻。

中国民航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

秋国庆假期期间（从 9月 29日到 10月 6日
共 8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 1708.2万
人次，日均运输旅客 213.5万人次，比 2019
年 国 庆 假 期（日 均 189.7 万 人 次）增 长

12.6%，比 2022年国庆假期（日均 72.4万人

次）增长 194.9%。

具体来看，假期期间，全国实际飞行航

班 134321班，日均保障航班 16790班，日均

航班量较 2019 年国庆假期增长 2.58%，较

2022 年国庆假期增长 109.46%；航班正常

率 94.58%，较 2019年国庆假期提高 1.65%，

较 2022年国庆假期下降 3.38%。

机场方面，双节期间上海浦东机场、虹

桥机场客流完全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高峰日客流量超过 34万人次。海南机场旗

下海口、三亚、琼海岛内三家机场，“双节”

期间日均旅客量均创历年国庆假期新高。3
家机场期间完成的航班起降架次和旅客吞

吐量，同比 2022 年分别增超 1.4 倍和 2.5
倍，同比 2019年均增超 20%。

航空出行需求明显增加

针对出行数据的大幅提升情况，去哪

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分析表示：“3
年新冠疫情后，供给侧重启需要时间，但旅

客需求已经爆发。行业只能一边加紧恢复，

一边支撑服务，不断完善细节。可以看到，

在年初时，酒店价格猛涨；‘五一’假期前，

高铁一票难求。显然过往购票时‘捡漏’的

经验，在供小于求的市场不再奏效。”

“时至‘双节’，高铁车次增加，节前捡

漏机票重现，小众目的地重回视野……种

种数据表明，旅游市场正逐步恢复正常。”

肖鹏对记者说，去哪儿数据显示，这个假期

飞往辽宁丹东、广西河池、浙江舟山、江西

景德镇的机票预订量，较 2019年“十一”假

期增长三成以上；飞往吉林白城、浙江衢

州、四川巴中、四川甘孜等机场的机票预订

量，较 2019年“十一”假期增长一倍以上。

在国内游强势向上的同时，作为出境

游基本全面放开后的首个长假期，中秋国

庆期间，出境游迎来井喷式增长，人们出行

的需求和意愿非常强烈。

携程的数据显示，“十一”期间出境游

订单同比增长 8倍多。从“十一”机票预订数

据来看，90后群体仍是出境旅客中的“主力

军”，占比近三成；00后增速最快，占比已和

80后相当，达到 22%。热门机票目的地仍集

中在港澳地区及亚洲国家；相较“五一”假

期期间，跨洲长线国家如瑞士、西班牙、土

耳其、俄罗斯、英国、法国等旅客增长速度

最快。

“目前每周实际执行的国际客运航班

量已经恢复到 2019年的 52%，客运航班通

航国家数已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近 90%。”

在 9 月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

运输司副司长靳军号介绍，至英国、意大

利、马尔代夫等 14个国家的航班量已超过

新冠疫情前水平。

事实上，为推动国际航班有序恢复，今

年以来，中国民航局成立工作专班，加大内

外协同，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并采取

多项措施支持航空公司运营，实施暂停一

二类机场中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班起降费收

费标准上浮 10%的政策，降低航空公司新

开航班成本。

“民航局支持中外航空公司在国际航

空运输市场加大运力投入，积极恢复国际

航班。”靳军号对记者说，尤其是中国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情况，明显优于中国国

际航线总体水平。当前“空中丝绸之路”旅

客运输量占中国国际航空市场比重持续提

升，达到 71%，较 2019 年同期提高了 13 个

百分点，领跑国际航空市场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航业快速复苏的

背后，各大航司和机场工作人员正加班加

点，全力保障航班的平稳有序运行。为满足

假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提前部署，9 月
28日至 10月 8日投入航班超 1.8万班次。

国航宣传部负责人透露，结合市场需

求，国航重点增加了西部-华南、北方-华

南、北方-西部等假期效应明显区域的运

力投入。其中，对新疆、西藏、云南、贵州以

及海南等热点地区航线，通过增班及改大

机型等方式进行集中增投，同时精准匹配

市场流向特点，在基地间主干线保持一定

投入优势的基础上，对旅游、探亲返乡航线

增加投入规模，适需安排阶段增班。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航”）及旗下上航、中国联合航空、一二

三航空执行航班 3.57万班次，日均 2981班

次。在此期间，东航及旗下航司运力投入达

95.4亿座公里,同比 2019年增幅约 20.23%；

其中国内航班约 3.2 万班次，投放运力达

72.73亿座公里，为 2019年同期的 130%。

记者了解到，根据订座趋势，东航积极

加大节日期间运力投放，优化航线网络编

排，计划加班 124班次，加密上海虹桥-呼

和浩特、上海浦东-锦州、上海虹桥-贵阳、

上海浦东-齐齐哈尔、上海浦东-延吉、合

肥-桂林、合肥-青岛等航线。

东航还对热门航线进行了机型“小换

大”，从单通道窄体机调换为运能更大的宽

体机执行，换大机型航班达到 969班。上海

往返东北地区、郑州、武汉、贵阳、西安、银

川、昆明、三亚、赣州等地，北京大兴往返海

口、三亚、重庆、成都、敦煌、乌鲁木齐等地

的国内航班，以及飞往港澳台的地区航班

和飞往部分亚太周边航点的国际航班，均

根据客流情况安排了换大机型。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出行人次

保持高位增长。”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航”）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南航集团 (含厦航)在 9月 27日至 10月 8日
期间，有近 3000 个加班航班 (往返按两班

计)保障旅客假期顺利出行。

国内方面，南航每天执行 2200 个班

次，聚焦旅游、探亲及返乡需求，主要增班

广州至武汉、海口、青岛、贵阳，深圳至兰

州、西安、哈尔滨，北京大兴至海口、成都、

桂林等航线。

国际及地区方面，为保障旅客国际出

行需求，南航主要在广州、深圳至东南亚，

国内东北区域及中部城市至日韩等航线安

排增班，双节期间计划执行国际及地区航

班约 2000班次。

旅游消费市场热度高涨

出行旅客的持续增加，也助力了各大

航司的盈利。前不久，7家国内上市航空公

司分别披露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单季盈利

总额达 176.4亿元，这也是新冠疫情后七大

航首次集体扭亏。

三大航中，国航第三季度净利润最高，

为 42.42亿元；南航第三季度净利润与中国

国航相差不大，为 41.95亿元；东航第三季

度净利润为 36.42亿元。

中国航协近日也披露，1月至 9月国内

航空公司累计实现盈利 96.4亿元，同比减

亏增盈 1371.2 亿元， 14 家航空公司累计

实现盈利。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暑运

旺季结束、油价上涨的背景下，仍有多家

航空公司实现盈利，这样的财报表明，民

航业已经基本走出疫情的阴霾，进入恢复

发展的新阶段。

在机场方面，双节假期期间，为服务广

大旅客顺畅出行，郑州机场推出了一系列

高品质服务，特别是加强对全家出游、老

人、儿童、行动不便的旅客服务。8 天时间

内，为确保 300 余名轮椅旅客能够在佳节

之际畅行远方，郑州机场提供从舱门口到

城际铁路入站口双向“一站式”专人引导服

务；针对无陪儿童推出“无陪儿童随心行”

暖心服务，与各航空公司携手，在没有家人

陪同下，将 200 多名儿童安全快速地送往

远方亲人的身边。

为应对客流高峰，哈尔滨机场在假期

期间加强一线保障力量，值机柜台、安检通

道实行全方位开放，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

间。同时，在旅客值机、安检、登机等服务环

节加强服务引导，推出便民服务举措，为首

乘及特殊旅客设置“一站式”爱心绿色通

道，安排专人负责，优先为首乘旅客、无陪

老年人、儿童等提供全程陪护服务。

北京大兴机场在节日期间，一方面，多

种交通保障措施齐发力，地铁大兴机场线

（机场-市区方向）协同市内地铁延时，机场

巴士房山线、通州线增加发车班次。同时，大

兴机场充分协调储备出租车、网约车运力。

另一方面，大兴机场在航站楼入口、问

讯柜台、人工值机柜台、指廊入口均放置了

“爱心服务自助箱”，配有“爱心手环”和“使

用手卡”。着急赶飞机的旅客也可以领取绿

色急客手环，工作人员识别后会联动各相

关岗位。

在独立分析师徐宏看来，中秋、国庆组

成的 8 天“超级黄金周”，让旅游消费市场

热度空前高涨。国内探亲团圆、文化休闲和

旅游度假需求集中释放，各地航班销售呈

现出旺盛的需求。

徐宏认为，旅游市场复苏是民航旅客

量恢复的最重要因素。各地文旅部门大力

促进旅游与演艺、体育等领域融合，创新旅

游产品，有效激发了旅行意愿，这无疑拉动

了航空客运市场恢复。

当前国内民航服务集中在省会等枢纽

城市，三四线城市航空需求还有待得到有

效满足。徐宏建议，民航业不妨持续创新“干

支通，全网联”服务模式，打造通程航班品牌，

提高中转衔接效率，优化网络辐射能力。

这种模式能够让国内主要城市高效畅

通、偏远地区城市有效连通，不断开拓市场

新空间。只有更好地推进民航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才能在扩大国内航空需求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行业恢复动力。

“可以预期，利好政策将进一步加快国

内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出境游、入

境游业务的发展。在国内旅游加快复苏，基

本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之后，随着国际

航班恢复和签证政策优化，中国游客消费

热情将向出境游延伸，中国也将吸引越来

越多的国际游客来华。”徐宏对记者说。

出行数据大幅提升 民航业迎来强劲复苏

□ 朱琳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3382 标箱，5.34 万标箱，9.4 万标箱，

31.3 万标箱，63.2 万标箱，75.6 万标箱，这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 2017
年开行到 2022 年的发送集装箱量，6 年增

长了 223倍！

10 月 26 日，一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经重庆果园港鱼嘴站抵达广西

钦州港东站后在钦州港东站通过船舶转运

至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至此， 2023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货物发送

量已经突破 70 万标箱，同比增幅 14.8%，

有望再创新高。

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道，西部

陆海新通道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相较

传统运输方式，海铁联运不仅能有效缩短

运输时间，还能充分利用现有水路线路，

最大程度节省运输开支，有效破解了西部

地区国际运输困境。

从“四等站”到“国际村”：
东南西北国际通道“四向齐发”

走进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中心

站，各种颜色的集装箱堆积如山，印有“中

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集装箱显

得尤其醒目。橙色龙门吊起降不停，转运卡

车来往穿梭，每天从这里开出的一列列国

际班列驶向远方，联通世界。这番繁忙的景

象很难让人想象到这里曾经仅仅是一个坐

落于田间的四等铁路小站。

2011 年 3 月 19 日，首列重庆至德国

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列车从这里开出，

拉开了中欧班列联通亚欧大陆的序幕。

2017 年 9 月，“渝黔桂新”铁海联运常态

化运行班列于在重庆团结村站实现首发，

正式拉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序幕。如

今，货物从重庆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班列到广西钦州港出海，比经东部地

区出海节省了约 10天时间。

团结村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该站已成为全国 18个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之一，占地面积扩展至 3800 亩，员工

600余人，年办理量达 70万标箱。

今年刚满 30 岁的王乙淇是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兴隆场车站团结村站

的副站长。“团结村站专门开辟绿色通道，

为去程班列提供优先订仓、优先进场作

业、优先制票装车、优先挂运等服务，为

回程班列提供优先送车、优先办理预约、

优先转运、优先提箱等保障。配空车到团

结村站后， 30 分钟内送到货物线装卸，

240分钟内装卸完毕、调度在 30分钟内取

出，重新安排机车，60分钟内挂运。”王

乙淇说，只有严格的时间卡控才能确保每

一趟班列正点始发。

6 月，在团结村站不远处的陆海新通

道重庆无水港一期竣工。据陆海新通道重

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场站经营部部长李

涛介绍，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已经投放

有堆场功能，“待其他功能区全部投入时，

这里将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提供集

散分拨、冷库储存、水果催熟、展示展销等

丰富的配套功能”。

如今的团结村铁路中心站，东南西北

国际通道“四向齐发”，铁公水空“四式”联

运，成为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陆海联动

通道、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

陆海贸易通道、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

合的综合运输通道的重要节点，越来越多

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出国门。

从一条线到一张网：水路
和铁路无缝衔接

随着国际班列开行数量的增多，位于

重庆市江津区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应运而

生，2011 年，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与重庆市江津区合作，启动小南垭站的扩

能改造建设。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不仅可通

过川黔铁路、渝贵铁路、枢纽东环铁路与重

庆枢纽快捷沟通，同时通过一条 6公里的铁

路专用线与重庆市五大区域性重点港口之

一的珞璜港实现水路和铁路无缝衔接。

2018年年底，小南垭站发出首班西部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伴随西部陆海

新通道规模的提升快速发展而来的，还有

站场运营能力的考验。“小南垭站扩能改造

后不久，当时由于车站货场大，突然增多的

进出站车辆和货物发送量，导致集装箱出

箱速度跟不上。”曾任小南垭站货运主任的

吴春艳在面对面与货主代表沟通后，牵头

组织将收集的问题分组归类。通过强化硬

件和软件设备，研发运用集装箱箱调系统

等，解决了集装箱找箱难、等待时间长、手

续繁琐等系列问题，优化了业务办理流程，

获得了客户好评。

9 月 1 日，随着一声笛音长鸣，一列满

载着摩托车、发动机、微硅粉等商品的 35
个集装箱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渝怀铁

路鱼嘴站南货场缓缓驶出。鱼嘴站位于重

庆江北区鱼嘴镇，是重庆铁路枢纽 3 个二

级物流基地之一，也是中欧班列（成渝）、西

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三大国际物

流通道的重要物流节点和联结点，是西南

地区最大的商用车物流基地。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涪陵车

务段鱼嘴站货运主任韩宁飞介绍说，鱼嘴

站南货场占地 541亩，规划为国际、国内集

装箱班列到发站，设计年到发量 60 万标

箱。南货场启用后，鱼嘴站将进一步满足更

多企业大宗货物、重物装卸和中转，极大缓

解果园港专用铁路集装箱作业压力，增强

中欧班列（成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送

到达能力。

10月，首次开行秀山至广西钦州港东

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出，标志着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扩能改造的 10
万标箱集装箱秀山站货场顺利竣工。秀山

站由此成为渝东南地区首个西部陆海新通

道始发站点，重庆城市区域铁海联运枢纽

布局进一步得以完善。

6 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

列开行实现由线及面、形成网络。班列线路

从最初只有北部湾—重庆 1 条，发展到如

今常态化开行北部湾港—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河南、桂东和桂北 7条。

如今，在重庆、成都、北部湾出海口之

间，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以 3 条铁路通

道为主：中通道自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

湾出海口（北部湾港、洋浦港），东通道自重

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西通道自

成都经泸州（宜宾）、隆昌、黄桶、百色至北

部湾出海口。

从开放的“末梢”到发展
“前沿”：助力西部地区融入世
界“朋友圈”

重庆赛力斯集团是最早尝试通过西部

陆海新通道出口的车企之一，其产品通过

铁海联运在广西钦州港出海，截至 2023年
上半年，赛力斯集团已经通过这条通道发

运整车及零部件超过 1 万标箱，货值超 20
亿元，覆盖印度尼西亚、秘鲁、厄瓜多尔等

多国市场。据了解，目前，重庆陆海新通道

中老铁路出口汽车已经实现常态化开行，

本地的赛力斯汽车和长安汽车也都通过陆

海新通道形成了铁海联运常态化发运。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上，海铁联运班列

数量每年都在持续增长。据广西北港物流

有限公司数据显示，今年 1-9月，西部陆海

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开行 6939列，同

比增长 6%，其中川、渝地区至北部湾港海

铁联运发运 3010列，总体呈增长态势。

“成都至钦州港海铁联运开通后，经

21 个站点到达钦州港，铁路距离 1669 公

里，运输时效 2-3 天，最终抵达东南亚国

家，顺畅高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北车站调度车间主任黄君深说。

成都—钦州—东盟铁海联运班列从成都国

际铁路港出发，经由成渝线、内六线、南昆

线到达钦州港东站，然后经钦州港出海，可

达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伊朗等东南亚、

中东国家港口，并延伸至南非、埃及；至新

加坡等港口城市全程最快运行时间约 10
天，较原江海联运方式（经泸州、宜宾等城

市江运至上海出海）节约一半以上时间。成

都—钦州—东盟铁海联运班列 2017 年 11
月开通以来，运输货物品类不断增加，已从

元明粉、钛白粉等化工类产品扩展至目前

的汽车整车及零配件、机电类、电子类、大

豆、玻璃纤维等产品。

如今，从柬埔寨大米到泰国香水椰、山

竹，以及越南百香果、榴莲……越来越多的

东盟国家农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陆海

新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的新能源、新

材料等产品采用通关一体化模式，向海关

完成出口申报后，就可通过铁路和海运无

缝衔接运往国随着通道的不断完善，西部

陆海新通道运输品类由最初的陶瓷、板材等

50余种增加至目前包括粮食、汽车配件、电

脑配件、装饰材料等在内的 940多种。

合作加创新，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不

断探索与中欧班列的无缝衔接。2022年年

底，新成昆铁路通车后，借助“澜湄快线”，

老挝万象至成都的运输时效可缩短至两天

17小时。2023年 7月 7日，搭载着汽车零配

件的“澜湄蓉欧快线”在位于青白江区的成

都国际铁路港首发。该趟班列将老挝到昆

明的“澜湄快线”与成都到欧洲的“蓉欧速

达”五定班列相结合，由泰国罗勇始发，经

中老铁路由老挝万象至成都国际铁路港，

接续中欧班列发往欧洲，于 7月 17日抵达

目的地匈牙利布达佩斯，物流运输时间最

快缩短至 15天，相较传统海运可节约一半

以上时间。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主任刘玮说，国家及通道沿线省份不断加

大对交通设施、运营组织、产业发展等资源

要素的投入，通道运营体系建设取得了快

速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如今已建成渝怀

复线、怀柳电化工程，加快建设叙毕铁路、

隆叙铁路扩能工程，推进黄百铁路、钦防铁

路扩能工程前期工作；运输效率方面，重庆

经通道运输货物到东盟等国家的时间，由

2017 年的平均 32 天缩短到当前的 18 天，

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50%；截至 2023年 9月，

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覆盖我国 18 个省

（区、市）69 个城市 138 个站点，通达全球

120个国家和地区的 473个港口。

一条条通道建设加快，一个个港口拔

地而起，一座座场站串联成网，逐步实现连

点成线、织线成网，铁海联运班列开行呈现

量质齐升的态势，成为纵贯我国西南地区

的黄金物流大通道。

11 月 1 日，2023 陆海新通道经济发展

论坛在重庆举办，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编写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发展报告 2023》在论坛上发布。该报告显

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共建省区市

与东盟贸易额从 2017年的 756亿美元升至

2022 年的 131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6%。6
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省区市地区生

产总值合计增长 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合计增长 22%。

跨山接海，连通世界，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不仅实现了内陆与海上航线的

衔接，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互联

互通，通道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交流合

作不断得到增强。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进一步完善，我国西部地区也在更快更好

地融入世界“朋友圈”，迈向国际开放合作

的新征程。

铁海联运跑出西部发展新空间

在民航业快速复苏的背后，各大航司和机场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全力保障航班的平稳有序运行。与此

同时出行旅客的持续增加，也助力了各大航司的盈利。

中国民航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708.2万人次，日均运输

旅客213.5万人次，比2019年国庆假期增长12.6%，比2022年国庆假期增长194.9%。

①2023年7月，四川成都首开湄澜蓉欧快线。 白桂斌/摄

②团结村站副站长王乙淇正在货场进行安全巡视。 胡志强/摄

③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司机正在对即将出发的机车进行走行部进行检查。 李 欣/摄

④货车检车员正在检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刘 彪/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