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春运启动 民航铁路全线响应

本报记者 王婧涵

1月14日凌晨零点零二分， 随着贴着新春福字的K4159

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2025年北京地区的春运首趟旅

客列车正式启程，春运也拉开帷幕。

2025年春运自1月14日开始， 至2月22日结束， 为期40

天。 1月14日春运首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

民航方面预计保障航班18354班，运输旅客204万人次。

新增多项便民措施

在北京西站候车大厅和北京地区首趟春运铁路列车上，

记者看到，各处都布置了充满春节气息的“节日装扮” 。 同

时， 北京西站还特别为乘坐首趟列车的旅客准备了条幅、福

字、相框等打卡道具。

家在阜阳的常女士表示，这是她十年来第一次回老家过

年。作为家政行业从业者，常女士平时总是在别人家中忙碌，

和自己家人见面的时间却不多。 “孩子都大了，这次挺不容

易回家团聚，希望相处时间能长一点。 ”

K4159次列车列车长朱祥安表示， 为做好此次值乘工

作、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乘务班组提供贴心小药箱、移动

充电宝等个性化的旅客服务，针对不同旅客的特殊需求提供

定制服务，确保让重点旅客得到全程关爱。 同时乘务组还提

前了解衡水、聊城、曹县、阜阳等中间站便捷换乘途径及方

向，减少旅客换乘时间。“我们要提前想到旅客有什么需求，

尽量提高站位，把旅客需求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

在此前已安装洗手池暖水宝、进站口的寄送柜、站台的

充电座椅的基础上，北京西站为实现便民惠民目标，专门对

“036” 爱心候车室功能布局进行了升级改造，设置儿童娱

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轮椅候车区、便捷换乘区

四个功能服务区，满足不同旅客的乘车需求。

北京西站副站长李超告诉记者，春运期间，北京西站预

计发送旅客522.9万人次，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郑州、西安、武

汉、长沙等热门城市以及广深、成渝等方向。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预测，2025年春运期间， 北京站、北

京北站、北京西站、清河站、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北京朝阳

站七大火车站，进出京客流量将达3976万人次。

铁路民航增加运力

根据交通运输等部门预计，2025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

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90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

突破5.1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表示，2025年春运是实行春节8

天长假后的首个春运，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整体客流将稳定

增长。 春运前，全国铁路集中投用185组新造的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动车组，运输能力得到有效扩充。

在一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铁路部门1月14日零时起

实施春运列车运行图，在客流集中的热门线路和区段增开临

时旅客列车，安排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至成都、重庆、

武汉、南昌，北京至沈阳、太原等城市间增开夜间高铁，全国

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超1.4万列， 每日可增加座席50

万个，客座能力同比增长4%左右。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2025年春运首日全民航预计保

障航班18354班，可提供座位数278万个，运输旅客204万人

次。 其中，热门客运航线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之间

的国内骨干航线为主，上海—北京、北京—上海、成都—北京

等客运航线需求最为旺盛。

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徐青表示，春运期间，全国日均

航班计划约18500班，同比增长8.4%，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2025年春节假期8天国

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600万张。

多家上市航司已公布了春运期间的运力增加情况。中国

东航表示， 计划投入包含10架国产大飞机C919在内的客运

飞机804架，执行航班12.4万班次，投入座位数2100万余个。

中国国航计划安排航班超7万班次，同比增长9.5%，对具有

春运效应的航线计划安排新增航班共计超3400班次。 南方

航空计划执行航班超12万班次，同比增幅达6.2%。 南方航空

的3架C919国产大飞机也将亮相，在春运期间执飞广州往返

上海虹桥、杭州、成都天府等航线。

分段式过年流行

携程相关负责人提到， 由于春节8天假日加上请年假若

干天可“拼成” 超长假期，2025年寒假及春节假期，消费者

出行更加多元化，亲子游和家庭游依旧是旅游市场的一大特

色，出入境游也保持明显增长势头。

上述负责人提到，2025年，不少消费者采取“分段式过

年法” ：先提前2-3天踏上返乡之旅，回家乡同家人一起看春

晚、吃年夜饭欢度除夕；再在大年初一、初二开启第二段度假

之旅，进行国内跨省游或境外短线游。

同程旅行表示， 春节期间小众旅游目的地热度上升，延

吉朝阳川机场等小机场客流量增幅居前。 家庭出行需求旺

盛，2025年春运，铁路多人同行的旅客中，以家庭为单位出

行的占24%；民航多人同行的旅客中，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

占36%；均较去年有所上升。

入境游的高速增长也是2025年春节旅游市场的一大亮

点。 携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203%，主

要客源地国家包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美国、澳大

利亚、英国、越南等。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春节假期8天内，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增长约23%。

2025年春运北京地区首趟旅客列车即将发车 本报记者 王婧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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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好提振行业信心

机构密集调研电力上市企业

●本报记者 刘杨

由于政策支持、 现金流良好以及高分红等利好因

素，电力股近期获得机构密集调研。 据Wind统计，截至

2025年1月14日收盘，自2024年四季度以来，共计有35

家电力上市公司获机构调研。晶科科技、节能风电、福能

股份、三峡能源获机构的调研次数分别为54次、52次、26

次和20次。

机构频频调研

针对公司将如何应对电力市场化带来的影响， 晶科

科技董秘常阳近日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一方面，公司

将积极参与市场化交易以及绿电绿证交易， 稳定提升自

持项目交易电价；另一方面，公司将主动调整开发侧重，

新增项目集中到经济发展较好、 消纳能力强和电价坚挺

地区。 同时，公司打造多样化的电站产品，并通过加快电

站周转，向轻资产化运营模式转型，充沛公司现金流和兑

现经营业绩。

电力市场化改革也会进一步推动储能、微电网、虚拟

电厂、售电等新兴业务参与电力市场的机会。晶科科技表

示，公司在以上方面均有布局，且已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

和成熟案例。

1月9日， 三峡能源披露的投资者调研纪要显示，公

司将全力加快新项目投产，控制成本费用。 截至2024年

11月末，公司在建项目规模约2000万千瓦，海上风电、陆

上风电、光伏比例大概为1:2:7。

节能风电在2024年12月投资者调研纪要中表示，公

司多措并举拓展项目开发路径， 加大力度扩充主营业务

项目增量，进一步增加公司风电资源储备。

针对“海上风电板块的优势” ，福能股份在最新披露

的投资者调研纪要中表示， 公司已在福建省内建成投产

陆上风电项目91.3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89.6万千瓦。 通

过多年的开发建设， 已积累了丰富的风电项目开发运营

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项目前期开发、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营

人才。

三一重能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表中表示，

公司将进一步稳固国内陆上风电市场，预计2024年国内

陆上风机订单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电力供给多样化

民生证券在最新研报中称，目前电力供给多样化，在

供需错配中孕育着机会。

水电“双雄”近日披露2024年发电完成情况。 其中，

长江电力2024年总发电量约2959.04亿千瓦时， 较上年

同期增长7.11%；华能水电2024年完成发电量1120.12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4.62%，上网电量1110.24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4.51%。

长江电力表示，经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乌东德水

库来水总量约1123.69亿立方米， 较上年同期偏丰

9.19%；三峡水库来水总量约3740.95亿立方米，较上年

同期偏丰9.11%。

华能水电表示，2024年发电量同比增加的主要原

因：一是新能源装机规模提升，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大幅增

长；二是2024年澜沧江流域来水同比偏丰；三是云南省

内用电需求同比增长。

1月10日，三峡能源披露2024年发电量完成情况。

经初步统计，2024年累计总发电量719.52亿千瓦时，较

上年同期增长30.40%。 其中，风电完成发电量451.73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15.96%；太阳能完成发电

量254.01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65.44%；水电完

成发电量8.20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6.36%；独立

储能完成发电量 5.58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

469.39%。

输变电设备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1月13日， 神马电力预计，2024年营收不低于13亿元，同

比增长约40%；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约95.71%。“公

司输配电线路复合外绝缘产品在海外持续高速增长，未

来海外市场仍有不错的增长空间。 ”神马电力表示，公司

将不断加大全球化产能布局。

多项利好政策助推

近期，多项利好政策的推出，提振了电力行业信心。

2025年1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

发 《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电力系统调节能

力显著提升，各类调节资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模式

更加完善，各类调节资源调用机制进一步完善。 通过调

节能力的建设优化，支撑2025年至2027年年均新增2亿

千瓦以上新能源的合理消纳利用，全国新能源利用率不

低于90%。

在电网建设方面，国家电网宣布2024年全年电网投

资将首次突破6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超10%。 国家能

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 我国还将核准建设一批

重点电力互济工程。

2024年12月15日，2025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召

开。 会议强调，2025年要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推进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

革。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2025年和“十五五”

时期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安全的关键时期， 能源行业要深入分析能源发

展改革新形势、新要求，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弊端。

2025年1月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指引（试行）》提出，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体

系。其中明确，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适应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体系要求的规则制度体系，明确交易规则制定权限、适

用范围和衔接不同交易规则等原则。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周年

上市公司紧抓机遇乘势而上

●本报记者 康曦

2020年1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

重大决策。 五年来，四川、重庆两地携手合

作，聚焦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特色消

费品等重点产业，在产业配套、平台建设等

方面协同发力，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

合。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快速发展的大背

景下，川渝两地上市公司紧抓机遇，乘势而

上，实现了新市场的稳步拓展和经营业绩的

稳步提升。

打通绿色交通大动脉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

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 完善

的交通网络成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

质量发展的澎湃引擎，成渝电走廊的建设打

通了川渝两地绿色交通的大动脉。

为贯彻《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

一体化建设行动方案》精神，切实完善成渝

双城间绿色补能基础设施， 四川成渝全资子

公司蜀道新能源已全面建成了连接成渝双城

间主要4条高速公路的乘用车充换电（含超

充）走廊及商用车换电走廊，包含充电站28

座（共计294把充电枪），以及10座换电站，

实现成渝双城间交流、运输全面绿色化贯通。

四川成渝董秘姚建成表示：“除加速布

局四川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换电基础设施

外，蜀道新能源还积极拓展重庆充电网络市

场，即将建设完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旁大型

充电站、重庆两江新区超级充电站以及重庆

璧山工业园物流充电站。上述充电站建设运

营后，通过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点将把成

渝双城间机场联动、新区联动、工业园联动

的绿色走廊全线贯通，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绿色联动。 ”

1995年，西南地区第一条高速公路———

成渝高速公路通车，它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转眼30年过

去了， 由于发展与基础设施间的不平衡，成

渝高速公路启动扩容工程，四川路桥负责了

其中部分工程。

四川路桥相关人士表示：“成渝高速公

路扩容工程的持续推进，将主动服务和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缓解交通压力，

加强成都、资阳、内江三大城市间的交流与

合作，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同城化红利

进一步释放。 ”

四川路桥还借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契机， 加大在重庆的市场拓展力度。

2023年6月19日，四川路桥成立全资子公司

蜀道（重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蜀

道建设公司” ）， 积极拓展重庆区域的市政

公用工程和建筑工程施工业务。 2025年1月

初，蜀道建设公司在重庆区域中标了七纵线

（一期） 工程一标段及金凤湖水库工程项

目，中标金额为1.59亿元。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

还携手组建了重庆川渝港航物流有限公司，

共同致力于统筹利用长江上游港航物流资

源，提升港口航运、多式联运及综合物流服

务质量。川南港务公司和重庆港托管的重庆

港盛船务有限公司各持股50%。

携手布局算力领域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强大

支持。 2022年2月，“东数西算” 工程正式启

动。 成渝地区是8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之一，成都拥有超算中心、智算

中心等算力机构，重庆也在积极布局和建设

相关算力设施，两地还在不断升级算力基础

设施，加码布局、促进协作。

依米康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

绿色解决方案服务商， 深耕行业二十余年，

构建了以核心关键温控方案及技术为基础，

并外延覆盖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场景， 涵盖前期规划咨

询、设计、集成，综合数字化软件管理平台，

智慧运维、 节能改造等服务的完整业务生

态。 依米康董秘叶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公司借助‘东数西算’工程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契机，乘势而上，参与了

川西大数据产业园、重庆同城双活数据中心

等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 ”

四川长虹控股子公司长虹佳华致力于

为合作伙伴提供泛ICT线上线下新流通生态

服务、ICT基础设施及服务、上云与云上数字

智能服务。长虹佳华与国内算力领域领军企

业新华三集团展开全面合作，双方将合作打

造智算中心解决方案。

成渝地区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等

为契机，协同打造要素集群，完善产业链条，

已吸引了腾讯、华为、阿里巴巴等众多数字

经济头部企业落户川渝。

汽车制造领域强强联手

汽车制造也是川渝两地携手打造的主

导产业之一。 重庆在整车制造方面优势明

显，四川在动力电池和零部件配套方面竞争

力较强， 双方共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已

汇聚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超2000家，全国

每七辆汽车就有一辆产自川渝、超过五分之

一的动力电池实现“川渝造” 。

川环科技是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汽车

胶管主流供应商之一，也是国内摩托车胶管

系列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公司为国内

50多家主机厂供货， 与50多家摩托车厂商

以及200多家二次配套厂商建立了稳定的

供配关系。 在新能源汽车车用尼龙管领域，

川环科技相关产品已占到国内市场的13%

左右。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蓝图下，

川环科技积极拓展重庆市场。川环科技董秘

周贤华告诉记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五年以来，公司产品相继进入了赛力斯问

界M5、M7、M9的配套体系， 进入了长安汽

车的逸动系列、CS系列、UNI系列、 深蓝系

列、阿维塔系列等众多车型，这两家客户均

成为了公司前五大客户。 ”

长安汽车积极优化产业布局，与宁德时

代联合打造的合资公司———时代长安动力

电池有限公司就坐落在四川省宜宾市，并已

于2023年正式投产。

浩物股份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

限公司（简称“金鸿曲轴” ）位于“成渝之

心” 四川省内江市，其曲轴产销量在国内乘

用车发动机曲轴行业处于领先位置。金鸿曲

轴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优势，加深

与重庆整车企业合作配套机会，成为赛力斯

混合动力汽车曲轴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主要

向赛力斯提供曲轴、电机轴等产品。

在川渝两地通力合作之下， 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 取得了显著成

效， 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双城经济圈地

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到8.6万亿元，占全国

的比重由6.3%提高到6.5%以上，对西部地

区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明

显增强。

新增多项便民措施

在北京西站候车大厅和北京地区首趟

春运铁路列车上，记者看到，各处都布置了

充满春节气息的“节日装扮” 。 同时，北京

西站还特别为乘坐首趟列车的旅客准备了

条幅、福字、相框等打卡道具。

家在阜阳的常女士表示， 这是她十年

来第一次回老家过年。 作为家政行业从业

者，常女士平时总是在别人家中忙碌，和自

己家人见面的时间却不多。“孩子都大了，

这次挺不容易回家团聚， 希望相处时间能

长一点。 ”

K4159次列车列车长朱祥安表示，为

做好此次值乘工作、 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

求，乘务班组提供贴心小药箱、移动充电宝

等个性化的旅客服务， 针对不同旅客的特

殊需求提供定制服务， 确保让重点旅客得

到全程关爱。同时乘务组还提前了解衡水、

聊城、曹县、阜阳等中间站便捷换乘途径及

方向，减少旅客换乘时间。“我们要提前想

到旅客有什么需求，尽量提高站位，把旅客

需求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

在此前已安装洗手池暖水宝、 进站口

的寄送柜、站台的充电座椅的基础上，北京

西站为实现便民惠民目标，专门对“036”

爱心候车室功能布局进行了升级改造，设

置儿童娱乐区 （家长陪护区）、 敬老候车

区、轮椅候车区、便捷换乘区四个功能服务

区，满足不同旅客的乘车需求。

北京西站副站长李超告诉记者， 春运

期间， 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522.9万人

次，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郑州、西安、武汉、长

沙等热门城市以及广深、成渝等方向。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预测，2025年春

运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西站、清

河站、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北京朝阳

站七大火车站， 进出京客流量将达3976

万人次。

1月14日凌晨零点零二分，

随着贴着新春福字的K4159次

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2025

年北京地区的春运首趟旅客列

车正式启程，春运也拉开帷幕。

2025年春运自 1月 14日开

始，至2月22日结束，为期40天。

1月14日春运首日， 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民航方

面预计保障航班18354班， 运输

旅客204万人次。

2025年春运启动 民航铁路全线响应

●本报记者 王婧涵

铁路民航增加运力

根据交通运输等部门预计，2025年春

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将达到90

亿人次，铁路、民航客运量有望分别突破

5.1亿人次和900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表示，2025年

春运是实行春节8天长假后的首个春运，

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整体客流将稳定增长。

春运前， 全国铁路集中投用185组新造的

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 运输能力得

到有效扩充。

在一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铁路部

门1月14日零时起实施春运列车运行图，

在客流集中的热门线路和区段增开临时旅

客列车，安排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

至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北京至沈阳、太

原等城市间增开夜间高铁， 全国铁路日均

安排开行旅客列车超1.4万列，每日可增加

座席50万个，客座能力同比增长4%左右。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2025年春运首

日全民航预计保障航班18354班， 可提供

座位数278万个，运输旅客204万人次。 其

中，热门客运航线以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成都之间的国内骨干航线为主，上海—

北京、北京—上海、成都—北京等客运航线

需求最为旺盛。

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徐青表示，春

运期间，全国日均航班计划约18500班，同

比增长8.4%，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航旅

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2025年春

节假期8天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600

万张。

多家上市航司已公布了春运期间的运

力增加情况。中国东航表示，计划投入包含

10架国产大飞机C919在内的客运飞机

804架，执行航班12.4万班次，投入座位数

2100万余个。 中国国航计划安排航班超7

万班次，同比增长9.5%，对具有春运效应

的航线计划安排新增航班共计超3400班

次。 南方航空计划执行航班超12万班次，

同比增幅达6.2%。 南方航空的3架C919国

产大飞机也将亮相， 在春运期间执飞广州

往返上海虹桥、杭州、成都天府等航线。

分段式过年流行

携程相关负责人提到， 由于春节8天

假日加上请年假若干天可“拼成” 超长假

期，2025年寒假及春节假期， 消费者出行

更加多元化， 亲子游和家庭游依旧是旅游

市场的一大特色， 出入境游也保持明显增

长势头。

上述负责人提到，2025年， 不少消费

者采取“分段式过年法” ：先提前2-3天踏

上返乡之旅，回家乡同家人一起看春晚、吃

年夜饭欢度除夕；再在大年初一、初二开启

第二段度假之旅， 进行国内跨省游或境外

短线游。

同程旅行表示， 春节期间小众旅游目

的地热度上升， 延吉朝阳川机场等小机场

客流量增幅居前。 家庭出行需求旺盛，

2025年春运， 铁路多人同行的旅客中，以

家庭为单位出行的占24%； 民航多人同行

的旅客中，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占36%；均

较去年有所上升。

入境游的高速增长也是2025年春节

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 携程数据显示，春

节期间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203%，主要

客源地国家包括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

坡、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越南等。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8天内，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

增长约23%。

2025年春运北京地区首趟旅客列车即将发车 本报记者 王婧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