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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大航空公司在新航季增
设、加密航线，中国国际人员交往
与经贸合作交流不断加深。

国际航线变化是中国积极推动
高水平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坚定
不移扩大开放，在助力全球旅游业
复苏、推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走深
走实的同时，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为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更为世界经济实现恢复
性增长贡献新力量。

今年以来，伴随着国际航线不断恢复，出境免签便
利度进一步提升、出境旅游供应链持续修复、境外旅游
目的地和市场主体积极推广，中国出境旅游业务快速恢
复。其中，东南亚国家跟团游的业务快速增长，暑期青少
年出国研学游预订已呈现出火爆态势，节假日出国“避
峰游”成为新时尚。出境游的复苏，对国际航线、航班提
出了更多需求，也推动了国际航线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枢纽

航线网络不断健全。今年以来，各地新开、加密客货
运航线动作频频，不仅满足出境游的需要，也进一步
保障了国际货物运输的时效性，加强了中国与全球各
地区的密切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全年稳外贸、稳外资奠
定坚实基础。随着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
等不断发展，机场等货运枢纽中心日益成为推动当地
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更多国际航线开通运营助力国际展会越办越好。近
期，广交会、消博会等中国外贸领域的重要展会举办，加
密的国际航线不仅有力保障展会的顺利举办，更为境外

采购商前来参展提供了更丰富便捷的选择。截至4月19
日，广交会境外采购商累计线下到会 125440人，来自 212
个国家和地区，比上届同期增长 23.2%。境外采购商参
展踊跃，彰显了世界对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信
心，再一次向世界释放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分享发展
机遇的信号。

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程度正逐渐加
深。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护照
的互免签证协定，与44个国家达成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
安排，同包括泰国、新加坡、马尔代夫、阿联酋在内的 23
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通过开展多层次对话交流活

动、共同打造跨国跨境旅游带等方
式，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文化等
方面交流不断增加。同时，文旅与交
通的良好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
在国际航线网络构建方面进一步做
细、做实，为各国人员往来提供更丰
富的选择、更便捷的服务。

当前，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深化，贸易、投资
和消费形势总体向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拳”的效
果逐步呈现。伴随经济回升向好、国际航线进一步
恢复、航空消费人
口逐步扩大，预计
中 国 航 空 运 输 市
场 景 气 度 将 稳 步
提升。

（作者为中国
旅游研究院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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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恢复，出入境需求增长

“回国的时候，我买的航班都超售了，工
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等下一班。”刚刚
结束五天日本游的陈卓夫告诉记者，一些热
门旅游目的地经济舱航班已经售罄，出境游
热度攀升。“现在签证办理方便、通关便利度
提升，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打算‘五一’假期出
境游，机票变得抢手了。”陈卓夫说。

出境游需求高涨的“热力”反映在持续高
速恢复的国际航班数据中。今年 3 月，国航
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和旅客周转量同比大幅提
升，分别达到3.4倍和4.53倍；南方航空国际
客运保持翻倍增长，客运运力投入同比回升
1.79 倍，旅客周转量同比回升约 2 倍，均高
于同期国内、地区运营数据。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发
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
输量均创下历年一季度最高值。具体来看，民
航全行业一季度共完成旅客运输量接近 1.8
亿人次，为历年一季度客运量最高值，同比
增长 37.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0.2%。其
中，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1412 万人次，
规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8%。

从航班量来看，航班管家数据显示，一
季度中国民航国际航线航班量13万架次，环
比 2023 年四季度增长 19.7%，民航国际整体
恢复率达 69.2%。在出港目的地中，东南亚
仍是热门目的地，航班占比 41.6%，韩国、
日本、泰国位列前三；西亚、中亚及非洲地
区的航班恢复率已超2019年水平。

3 月 31 日起，民航进入夏秋航季。各大
航司新增、加密了不少国际及地区航线，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南方航空有关负责人介绍，本航季将新
开广州至伦敦盖特维克、多哈，北京大兴至
德黑兰、利雅得、澳门，乌鲁木齐至莫斯科
等多条国际和地区航线。东方航空方面表
示，将新开上 海 — 利 雅 得 、 维 也 纳 航 线
等。吉祥航空自 4 月 2 日起新增每周三班
上海浦东至雅典直飞航线、7 月 1 日起新增
每周三班上海浦东至曼彻斯特直飞航线、7
月 3 日起新增每周三班上海浦东至布鲁塞
尔航线。

民航局发布的信息显示，2024 年夏秋航
季批复 164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的每周 17257
班客货运航班计划申请，共通航 70 个境外
国家，自 63 个国内城市连接 178 个国外城
市。国际客运航班量继续保持增长，周边国
家客运市场显著恢复，至越南、日本、老挝、
俄罗斯的客运航班有较大增幅；免签政策
利好影响逐步显现，至匈牙利、奥地利、西
班牙、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的航班量明
显增长。

“批量‘上新’的国际航线，说明中国经济
和世界经济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程度持续提
升，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
建平对记者说，“海外旅游需求持续恢复和释
放，中国扩大利用外资、实施负面清单管
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做法助力中国和
其他国家的双向贸易、双向投资，必然对商
务人员往来、国际航班需求攀升产生强劲的
推动力量。”

货运繁忙，展现外贸活力

凌晨 3 点，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以
下简称“郑州新郑机场”）的跑道上依然热闹，

每隔十几分钟就有货运航班起降。这里是空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每天，来自欧美、东南亚等的
10 多架飞机满载货物抵达，又有近 1000 吨来
自全国各地的货物从这里飞往全球。

“机场组建专班对接各大航司，从落地保
障、航线航权到设施租建，每一项都跟踪服
务、全力支持，以最大的诚意打动客户。”河
南省机场集团市场营销委副主任陈曦介绍，
目前在郑州新郑机场运营的货运航司已有30
家，机场累计开通货运航线49条，建立了横
跨欧美亚的枢纽航线网络，“今年，我们又新
开郑州到美国芝加哥、日本大阪等地的 8 条
航线，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

繁忙的货流，彰显外贸澎湃活力。今年
以来，各大机场密集增加国际货运航线，实
现全球货物互联互通。

近日，马来西亚世界货运航空一架B738
全货机从深圳机场飞往古晋，这是深圳机场
今年新开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该航线开
通后，深圳机场国内外货运航线通航点达到
60个，其中国际及地区货运航线通航点达到
38个，覆盖洛杉矶、芝加哥、法兰克福、巴
黎、伦敦、列日、布达佩斯等全球主要航空
货运枢纽。除了此次新开至古晋的货运航
线，4 月，深圳机场还对深圳至伊斯坦布
尔、悉尼、圣保罗、多哈等 4 条国际货运航

线进行了频次加密，今年已累计新开及加密
9 条国际货运航线，进一步满足了深圳高新
技术、跨境电商以及生鲜冷链等适空产品的空
运需求，带动机场货运业务量稳步增长。

航线增加了，提升效率更是关键。
“10 年前，从深圳发货经郑州新郑机场

到卢森堡，加急也要 4 天，现在最快只要 2
天。”河南新百福国际物流公司总经理张艳平
感慨，这省去的 2 天时间，对分秒必争的物
流企业十分重要，“货运出港要经历一系列流
程，以往得跑多个窗口、填多张单证。从预
配舱单、安检单到报关单、鉴定报告等，十
几张单证环环相扣，很多还要盖章。”

自从河南省机场集团牵头搭建航空电
子货运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机场、海关、航
司、货代等数据链，绝大多数流程转为线上
办理，重复填报、多头申报难题得到了有效
解决。“仅这一项举措就将数据传输时效提
升 20%，企业经营成本明显降低。”河南省机
场集团货运公司总经理谷长宝介绍，机场建
成了全国电子化程度最高的航空货运信息
服务平台，吸引 260 多家企业入驻，去年办理
46 万单货物。

“航线覆盖范围、货运航司多少，直接关
系到航空物流枢纽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
辐射能力。货运航班的增加，一方面说明中
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中心，有大量高附加
值产品需要通过航空货运运往海外市场；另
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大
量进口产品通过国际货运进入中国，体现
了市场需求在攀升。”张建平说，“未来，应
及时充分研判市场需求，拓航线、提速度、
增加仓储保障水平，建立健全覆盖全球主
要经济体的枢纽航线网络，从而持续加大
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
RCEP 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
联互通。”

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国际客运航线高速恢复，是消费者出行
需求不断释放的体现；货运航线增加，则是
中国外贸经济活力满满的体现。”张建平说，

“这不仅有效促进国际旅游业发展，也为世界
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塞尔维亚“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
利奇表示，自2017年塞尔维亚和中国互免签
证政策生效以来，赴塞尔维亚旅行的中国游
客不断增多，促进了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和两
国人文交流。“今年春节期间，塞尔维亚各地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很多中国游客
来到这里。”他表示，中国出境游规模在全球位
居前列，为有关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去
年以来，中国出境游持续回暖。这是中国经
济充满活力的明证，也为全球旅游业和经济
复苏增添动力。我们热切期盼更多中国游客
到来。”

泰国总理办公室发言人猜·瓦差隆表示，
泰中互免签证协定3月1日生效后，预计将有
更多中国游客选择泰国作为旅游目的地。这
将进一步推动泰国旅游业增长，为经济发展
带来更多活力。

如何看待今年的民航发展走势？
民航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一季度与当前

民航的恢复情况来看，二季度航空出行或将持
续“淡季不淡”的特点。未来，民航局将引导各
航空公司继续在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国际旅游客源国家间加大运力投入，增开航线
航班，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同时，还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航权资源使
用监管，提升航权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国际客
运航班的快速恢复。

业内普遍预计，随着国际航班的增开，
出境游市场将在今年“五一”假期及暑假迎
来大幅上涨。

南方航空有关负责人介绍，南航将密切关
注市场需求、各地机场运行保障条件等实际情
况，进一步推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班恢复和
增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友好交流事业，不
断满足广大旅客的航空出行需求。

“持续推进国际航班恢复，还有很大的市
场潜力可以挖掘。”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占芬认为，今后中国国际航线增量，
一是来自东南亚、东北亚等传统周边市场，二
是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新兴市场。若要
进一步提升航线网络国际通达性，需要充分挖
掘市场潜力，打通产业链各个环节，打造“大出
行”生态服务，为旅客带来更加多样化、便利化
的航空产品。

一季度中国民航国际航线航班量13万架次，环比2023年四季度增长19.7%——

国际航线“上新”，释放啥信号？
本报记者 孔德晨

4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
北京大兴-利雅得航线首航，
标志着中国内地至沙特阿拉伯
首条定期直飞的客运航线正式
开通。进入夏秋航季，国内多
家航空公司宣布将新开国际航
线，增加热门航线班次。中国
民航局预测，2024年民航国际
客运市场将加快恢复，预计
2024 年底每周达 6000 班左右，
恢复至2019年的80%。

国际航线“上新”，背后有哪
些因素推动？释放了什么样的
信号？

开放谈

▲海南省三亚市积极推动境外航线恢复和境外航线网络
布局工作，累计开通了15条境外航线，包含往返首尔、雅加
达、河内、阿拉木图、曼谷、新加坡、莫斯科等境外航线。
图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引导由阿
拉木图飞抵三亚的旅客下机。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中国国际航空北京-济州航线复航仪式3月31日在韩国济州国际机场举行。此次复航的“北京-济州”航线由波音737-800机
型执飞，每周三、四、日运营。图为乘坐国航济州至北京航线班机的旅客在值机区拍照留念。 孙一然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