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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至 1 月 26 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4338 万人次。其

中节前春运 15 天，全国铁路客运量大幅回升，累计发送旅客

10954.3 万人次，同比增加 2348.6 万人次，增长 27.3%，日均发

送 730 万人次。此外，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5592 万吨，铁

路货运也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今年春运从 1 月 7 日开始，到 2 月 15 日结束，一共 40 天。

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初步分析研判，春运期间客流总

量约为 20.95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9.5%，几乎就是翻了个倍。

公路客运期待打开新天地

与民航和铁路客运的强劲复苏相比，公路客运量与去年同

期相比也有不小的回升，但相比 2019 年同期，下降的幅度依然

十分明显。不过这是在疫情之下人们出行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

竞争下行业业态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结果。

在 1 月 30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韩敬华介绍，春运截至 1 月 29

日，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累计 7.44 亿辆次，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 14.6%，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21.5%。春节 7 天假期的高

速公路小客车流量 3.06 亿辆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5.6%，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33%。

韩敬华指出，1 月 27 日正月初六的返程客流迎来高峰，

全国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 6029.1 万辆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2%，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29.7%，小客车流量达到了历年春运

以来最高峰。当日公路发送旅客 3628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

下降 54.3%，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114.4%。

从这份数据可以看出，通过公路，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私

家车等小客车出行，传统的省际客运大巴业务量虽然较去年同

比有回升增长，但是总量即便是在春运的高峰日也只有 2019 年

同期的一半不到。

这种趋势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更为明显。以上海为

例，记者从上海交通指挥中心获得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七

天，全市对外交通累计发送旅客 185.88 万人次，较 2022 年同

期上升 97.20%，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53% 左右；累计到达旅

客 237.75 万人次，较 2022 年同期上升 46.65%，恢复至 2019 年

同期的 74% 左右。然而在其中，省际客运的发送和到达人数仅

为 5.83 万和 2.16 万人次，同比 2022 年分别下降了 36.97% 和

18.80%，同比 2019 年更是暴跌了 90.91% 和 90.25%。换句话说，

上海省际大巴客运的客运量只有 2019 年同期的十分之一。

上海的省际汽车客运骨干企业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

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在上海一共有 12 个客

运场站，之前受疫情的影响暂停了不少，今年春运开放了 10 个

客运场站，班车发往 144 个方向，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以

江浙皖三省为主，因为目前已经不经营 800 公里以上的线路了。

“去年 12 月我们最低谷的时候，所有客运场站加在一块儿，

每天也就发 200 个班次不到。过去最好的时候，最高峰要发两

三千个班次呢。”这位负责人感叹。他介绍，目前春运期间日发

班次也就在 300 班的样子。从 1 月 7 日开始到 1 月 27 日的 21 天里，

10 个客运场站的发班总量只有 6374 班，较 2022 年同期是下降了

51%；发送人次为 69966 人，同比下跌了 34.93%。“春运的高峰

过去以后，我们预估常态的话，全站日均客流大概不到 2000 人。”

这位负责人分析，公路客运的不景气，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高铁的快速发展，让很多老百姓的长途出行逐步往高铁去转变，

其实从 2015 年左右开始，公司的客运量就逐渐走下坡路。客流

需求的减少，也使得不少业内经营主体不堪经营压力而退出了

市场。供给和需求端都无法跟上，再加上疫情的沉重打击，这

使得公路省际客运要想复苏到过去的繁荣，的确难度很大，甚

至就是不可逆。

不过，他也相信，通过积极的一些改变，比如通过服务车

型的提升、提供厂班车服务，以及对定制班线这种模式的探索，

省际公路客运应该可以迎来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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