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旅客增速超商务旅客

在李旬看来，2023年是“稳中有变”的
一年。

早在2023年初， 阿联酋航空就开始逐步
增加涉中国内地航线的航班量。1月20日，阿
联酋航空迪拜—上海航线复航。 而在首批试
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
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
店”业务后，2月6日，阿联酋航空成为疫情后
搭载首个内地出境游旅行团的航空公司。

从起跑就十分稳健的阿联酋航空， 在为
期一年的恢复中也将“稳扎稳打”贯彻到底。
李旬表示，在阿联酋航空内地团队、迪拜总部
以及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 从最初恢复
时的每周2班，到目前的每日5班、每周共35个
客运航班， 阿联酋航空在中国内地的客运业
务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不过， 在收获令人振奋的恢复喜讯之
余，李旬也从阿联酋航空的恢复情况中察觉
到2023年中国出境航旅市场的微妙变化。

从热门航线和目的地来看， 李旬指出，
2023年中国出境旅客在目的地选择上更加趋
向多样化和小众化，例如埃及、匈牙利、捷克
等非洲和欧洲目的地。同时，免签因素也愈发
受到重视， 诸如塞尔维亚等免签的欧洲目的
地受到众多中国游客青睐。

而在票价方面，李旬也表示，鉴于目前许
多航空公司和航线尚未完全恢复， 今年的机
票价格较2019年有所增长。不过，阿联酋航空
的客座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2023—2024
财年上半年的平均客座率达81.5%，较上一财
年同期有所上升。

李旬还注意到，出境游放开后，来自中国
内地的休闲旅客增速更快。 相比之下， 截至
2023年底， 自国内出境的商务旅客恢复至
2019年的六成左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随着
商旅市场的逐步回暖，李旬表示，他也期待着
商务旅客能够在2024年稳步恢复。

加强代码共享合作拓市场

谈及2024年中国航旅市场的走势，李旬
指出，市场一向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对于

李旬和阿联酋航空来说，持续走高的旅行需
要和政策利好都是2024年的发展机遇。

从2023年中国的出境游恢复情况中，李
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以三季度为
例，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三季度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3亿
人次，同比增长454.4%，达到2019年同期的
73%。李旬认为，2024年人们对于旅行的热爱
还将持续上涨， 这也将为中国航旅市场的蓬
勃发展注入活力。

不仅如此， 迪拜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也
始终存在。在免签政策利好下，中国已进入迪
拜前十大客源市场，并在其中位列第八，相比
2019年同期，恢复已超过50%。

而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推
进， 李旬也表示， 阿联酋航空将紧抓这一契
机，依托迪拜的国际航空枢纽优势，致力于推

动中国与全球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不过，伴随机遇而至的也有挑战。李旬坦

言，2024年也将是竞争更为激烈的一年，越来
越多的航空公司将运力和航线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领先恢复的优势也被逐步追赶，再加上
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航空公司提供
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阿联酋航空也针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作出
了相应的布局。 首先是扩大阿联酋航空在中
国内地的市场辐射。李旬介绍，阿联酋航空将
持续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三大门户，辐射华
北、华东和华南市场，积极寻求进一步增加新
航点的机会。此外，阿联酋航空也在计划加强
与本地航空伙伴的代码共享合作， 让来自中
国内地更多城市的旅客有机会体验到阿联酋
航空的服务。

其次则是要持续创新， 让产品和服务更

加贴合本地市场需要。考虑到家庭出行、商务
旅客、银发客群，以及留学生群体等众多细分
旅客群体的需求， 阿联酋航空将适时推出特
惠机票并持续推出创新服务，同时与内地O-
TA开展联合推广。李旬表示，随着年末旅行
季的到来， 阿联酋航空也推出了旅行日期覆
盖未来六个月的迪拜旅行机票特惠。 不仅如
此， 阿联酋航空于2023年进一步扩大了中国
籍空乘的招募， 以便在将来为中国旅客提供
更周到的服务。

在这样的计划之下，李旬坚信，阿联酋航
空将在2024年给中国旅客带来更多惊喜，为
其国际旅行提供更好的保障和飞行体验。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牛清妍

独家专访阿联酋航空中国区总经理李旬：

免签目的地受青睐 将扩大内地市场辐射

“稳中有变”是阿联酋航空中国区总经理李旬为2023年中国航旅市场给出的核心关键词。

自出境游开启恢复进程后，需求急速攀升，国际航班也在持续增多。在稳步复苏的过程中也伴有热门目

的地和航线小众化、出境休闲旅客增速快于商务旅客等特点和微妙变化。李旬表示，2024年的中国航旅市场

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出行热情高涨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趋势下，航空公司想要突出重围，就要持续

打磨产品和服务，使其更加贴合旅客需求，从而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展望旅游业

2024

文化/旅游 4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正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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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开放面积将达80%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 北京城市副中心
三大文化建筑是大运河文化带上的现代化公
共文化设施，现代文明与运河文化在此碰撞。

12月27日起，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
建筑对外开放。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
筑的三家运营单位国家大剧院、首都图书馆、
首都博物馆已做好相关准备， 元旦前三大文
化建筑开放面积将达到80%， 春节前将达到
近90%，2024年上半年除图书馆的个别区域
外将实现全部开放。

其中， 北京艺术中心参观免费不免票，
广大市民可登录北京艺术中心官网或拨打
北京艺术中心参观便民服务电话了解开放
情况， 实名预约参观。2023年12月22日—
2024年1月1日，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开幕
艺术周”,通过9场剧场内演出以及20场丰富
多彩的艺术活动，为公众打造全天候的艺术
体验。

北京城市图书馆此次开放区域为：山
间阅览区、24小时图书馆、休闲阅读区、元
宇宙体验馆、 库本阅览区和立体书库。读
者步入图书馆不仅能欣赏到通透璀璨的
建筑美 ，体验惬意雅韵的阅读美 ，感受科
技赋能的智慧美； 亦可参与文化传承、科
技创新、人文社科、艺术鉴赏、城市生活等
主题阅读活动；还可享受免押金办理读者

证、文献续借 、通借优化、电子支付 、增加
预约图书取书点、网借图书覆盖京津冀等
惠民服务。

开馆之际，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将围绕大
运河与北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以人、水、
城为内容主线，从人文地理视角、生态文明高
度展示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建设成就，推出一
系列重磅展览。 观众持有效身份证件现场验
证并进行安检后，即可入馆。展陈体系由基本
陈列、专题展览、开放展示、临时展览四大类
型构成。基本陈列“京华通惠 运河永济———北
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通过八个部分超

过1000件文物、艺术品，以时间为轴，生动还
原大运河发展演变历史， 着重展示大运河与
北京的密切关系， 系统展现运河沿线人文历
史价值内涵。

展现文化集群的巨大潜能

作为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
心”规划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城市副
中心三大文化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运河文
化元素，设计方案均通过国际征集产生，出
自世界一流建筑设计团队之手。 北京艺术

中心声学效果经实测达到世界顶级音质水
平， 北京城市图书馆通过国内藏量最大的
全自动机械书库为读者带来图书借阅新体
验 ，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均匀分布安装了
242个隔震支座，从根源上保护建筑和文物
安全。

2024年，北京艺术中心计划安排300场演
出，举办300场艺术活动。在将国家大剧院的
经典剧目引入北京艺术中心， 实现两地同步
上演的同时，突出现代性，引入音乐剧、现代
舞、先锋戏剧、沉浸式表演等艺术门类，拓展
演艺新场景。 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孙徽

介绍， 北京艺术中心由三座独立的建筑体组
成，包括4个室内剧场，分别是歌剧院、音乐
厅、 戏剧场、 小剧场和1个户外露天剧场。其
中，歌剧院拥有国内最大、功能最全的沉浸式
扩声系统，汇聚8K、5G、AR、VR、全景声等，
观众可在此感受到“艺术＋科技”的最新应用
成果。

打造个性化、精准化、智慧化服务，北京
城市图书馆建设国内单体藏书量最大的智能
书库， 可存放715万册图书，15分钟内可精准
定位取书，并由机器人配送至库本阅览区。未
来， 北京城市图书馆每年将开展1000场以上
活动，串联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文社科、艺
术鉴赏、城市生活等主题领域。首都图书馆
副馆长李念祖谈到，北京城市图书馆在开馆
期间， 率先在全市推行信用免押金读者证，
读者持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押金办理读者
证， 在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均能免押金借阅
各类文献。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将在开馆后推出
“运河之声” 曲艺秀、“运河之星” 创意汇、
“运河有戏”演艺周、“运河有约”惠民月四
大主题活动。据介绍，随着博物馆对公众开
放，大运河文化、老字号传承、非遗文化、通
州地域文化与民族团结等五大主题社教活
动也将陆续开启，主要面向儿童、亲子、成
人等多种受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展现北
京历史风貌。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
主任胡九龙指出，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基
础上， 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着力提高公共文
化设施的亲民性、便利性和实用性，创新性打
破了以往公共建筑集群各自独立建设的固有
模式，实现了城市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北京
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共享配套设
施及轨道交通预留车站五个单体建筑一体化
设计建设的模式创新，并建设“没有围墙的建
筑”，实现开放共享，给人们的居住和生活带
来便利。 除了三大文化建筑提供的高品质文
化功能和服务之外， 市民还可以在共享设施
里就餐、停车、乘坐地铁、购物、观影，体验多
样化的文化休闲娱乐生活。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韩昕媛/文并摄

经过三年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未来之城”正式“上新”。12月

27日，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

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门迎客。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北临大

运河，西临六环高线公园，与北京市委市政府隔大运河相望，是北京城市

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心”规划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承接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重要载体。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的三家运

营单位国家大剧院、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已做好相关准备，元旦前三

大文化建筑开放面积将达到80%，春节前将达到近90%，2024年上半年

除图书馆的个别区域外将实现全部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