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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通社報道，2023年內地春節假期是21
日至27日，26日、27日全國各地陸續迎來返程
高峰。據央視新聞31日消息，隨着節後返程客流
高峰持續，26日至30日，中國鐵路發送旅客連
續5天超過1,000萬人次。中國鐵路部門通過增

開臨客、動態調整運力來滿足高峰期旅客出行需
求。
據悉，30日，中國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

1,120萬人次，開行旅客列車10,422列。
在客流集中區域，中國鐵路部門根據旅客出

行情況科學調整運力。北京局集團公司安排臨時
旅客列車49.5對；國鐵成都局根據客流變化和車
票預售情況，動態開行夜間動車、務工專列，當
日共計開行旅客列車800餘列。廣州南、廣州、
深圳北、長沙南等主要火車站到達客流高度集
中，廣鐵集團當日加開158.5對列車，含88.5對
夜間高鐵，滿足旅客中短途出行需求。
長三角鐵路持續迎來節後返程客流高峰，鐵

路部門提醒，近期返崗復工客流集中，各地市內
交通運輸壓力增大，有出行計劃的旅客可適當提
前出門，為前往火車站、進站安檢等環節預留合
理時間。

鐵路發送旅客連5日破千萬上月製造業PMI重返擴張區
隨着疫情防控優化調整後各地基

本度過疫情感染高峰期，2023年開年
中國經濟景氣度明顯改善。國家統計
局發布數據顯示，今年1月中國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大幅回升
至50.1%，較去年12月上升3.1個百
分點，時隔3個月重回擴張區間（即
高於50%榮枯線）。專家表示，經濟
穩步回升，新年實現較好開局，但經
濟增長仍處於較低水平，市場需求不
足、外需走弱是當前經濟復甦面臨主
要問題。
國家統計局同時發布數據顯

示，今年 1月，非製造業商務活動
指數（非製造業PMI）較去年12月
大幅抬升 12.8 個百分點至 54.4%；
綜合PMI產出指數上升10.3 個百分

點至52.9%。1月三大PMI指數均升
至擴張區間，同為2022年下半年以
來新高，顯示經濟景氣水平明顯回
升。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

析認為，當前經濟出現積極變化，
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是供求兩端同
步改善，製造業生產和新訂單指數
分別上升了5.2個和7.0個百分點，
其中新訂單指數自2022年下半年以
來首次回到擴張區間。另一方面，
調查的21個行業中有18個行業PMI
環比上升，大中小型企業同步改
善，復甦沒有表現出不均衡性，企
業中反映勞動力供應不足的比重明
顯下降，員工短缺制約生產的情況
有所緩解。

內地春節假期前一天，國家文旅部發
布通知，宣布自2月6日起，試點恢

復全國旅行社及在線旅遊企業經營中國公
民赴20國家出境團隊旅遊和「機票+酒
店」業務。「我們都覺得很突然，原以為
出境跟團恢復會再久一點，突然放開讓我
們既驚喜又措手不及。」張妍告訴記者，
攜程方面是連夜召集了境外業務團隊一起
盤點產品，「好在我們早早就準備好了專
輯頁面。」
攜程數據顯示，春節7天，出境團隊

產品瀏覽量上漲3倍，當前用戶報名的產

品涉及8個國家11個目的地城市。截至目
前，攜程共上線近700條出境團隊遊產
品，覆蓋15個目的地國家/地區；其中攜
程自營產品近400條，覆蓋9個目的地國
家；包含跟團遊、半自助遊、私家團以及
自由行打包產品等多種類型。
據了解，截至1月30日，攜程最早的

出境團是2月7日前往曼谷，泰國曼谷+芭
提雅6日5晚半自助遊。該團目前共有6
位客人，分別從南寧、惠東及香港搭乘飛
機在曼谷集結。
張妍談到，出境團隊遊市場的恢復還需

要一個過程。她們預判大概從3月份開始，
產品數量和報名人數都會迎來喜人增勢。

機票漲價拉高出境遊成本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這段時間以
來也是「連軸轉」，一邊緊盯產品，一邊

忙着去相關部門開會，還要抽空回應媒體
的關切問題和錄製節目。據周衛紅介紹，
春秋旅遊的出境跟團遊首發團定在2月6
日，目的地是泰國，是一個「20+4」的
團隊，「不同於散客，這種會舉個小旗子
的團隊抵達，影響力和感知度都會不一
樣，當地政府也是相當重視。」
周衛紅直言，時隔3年，出境跟團遊

恢復伊始仍有一定困難需要克服。比如，
短期內有限的航班資源導致的機票價格大
漲，「不同於國內旅遊，出境遊中機票價
格佔比達到三分之一。」不僅如此，許多
熱門旅遊目的地產品價格也居高不下，
「這兩個價格因素疊加拉高了出境遊產品
價格，對遊客來說超出了他們的心理預
期。」對此，周衛紅表示，類似春秋旅遊
這樣的大平台也正在竭盡全力，通過諸如
批量的集中採購來控制成本。

這個新年，旅遊平台攜程的業
務團隊幾乎無休——聯絡海外供應
商，摸排海外酒店、餐廳、景區、
用車、導遊等資源情況。「我發現
經歷疫情3年，很多地接旅行社老
闆早已轉行，更新我們的核心合作
夥伴成了當務之急。」攜程海外跟
團產品總監張妍表示，地接旅行社
的重啟需要一個過程，當前很多老
闆已趕忙召集起自己的核心骨幹，
邊招人邊去整合資源了，「比如以前
我們客人好評的餐廳，很多在疫情這
幾年關閉了，我們和地接社都要重新
再找資源。」隨着出境跟團遊試點
恢復日期臨近，旅遊從業者近期都
已進入無休籌備狀態。據了解，上
海、北京的部分出境遊組團社，已
陸續有團隊準備出發，預備在本周
為首發團旅客開行前會議。據目前
的收客情況，泰國、馬爾代夫和埃
及，是3條最熱門的線路。

受疫衝擊整合資源需時 客量產品料3月迎增勢
出境團重啟 旅業加緊籌備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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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業者不約而同地談到，海外
地接社資源斷裂的問題，是目前面臨
的最大困難。
騰軒旅遊集團副總經理徐晨告訴

記者，地接社的恢復程度是業務制約
因素。「目的地基本上現在都是人
員、資源俱缺，好多疫情前從事旅遊
接待的人員都轉行了。疫情前遊客去
東南亞，兩三千元（人民幣，下同）
的消費就可以玩遍星馬泰地區，但目
前要六七千元以上，因為各種成本上
去了。」徐晨分析到，疫情這幾年，
當地的接待能力全部被打亂，以前專
門以優惠價招待中國客人的餐廳、酒
店大部分已經停業，現在遊客只能去
更貴的本地餐廳、酒店。相關配套設
施的重啟，還得需要時間。不過徐晨
判斷，出境遊將在下半年迎來完全復
甦。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也提

到，3年時間裏，旅遊從業者不少轉
行了，也有一部分因長期不從事相關
業務而導致業務生疏，由此帶來的旅
遊服務人手不足、服務不到位的問題
亟待解決。

多手準備應對政策變化

在周衛紅看來，最不容忽視
的，莫過於如今出境遊政策和手續
上的變化。一方面，旅遊目的地是
否有政策法規的變動，旅行社需要
重新做足功課。「而且，3年時間足
以讓遊客對原本已經很熟悉的一些
旅行須知淡忘。」故而，周衛紅
稱，春秋旅遊在整個2023年期間，
都會對出境跟團遊作出發前線上召
開告知會的要求。與此同時，盡可
能引導遊客在選擇產品時，選擇跟

團這一形式，以保證遊客在出境遊恢復初期
的安全；另一方面則是48小時核酸檢測要求
的落實，「一旦遊客檢測出陽性，旅行社的
應急預案準備是否得當是當前的重點準備工
作。」

■旅客在南京火車站出行。 中新社

■春秋旅遊的工作人員針對布吉島
旅遊產品加班加點進行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