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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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疫情在上海、吉林两地集中暴发，并蔓延至全国多地，

对疫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 

短期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多地属于“供给冲击”，在较为严格

的防控措施下，疫区停产停工，影响当地经济。但中期来看，疫情带来的

“需求冲击”，可能在疫情结束、复产复工后，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由此为经济带来更多的负面压力，并妨碍今年“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那么，此种“需求冲击”是如何体现的，又将持续多长时间？结合过

去两年的疫情历史以及地方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重点以 2020 年 6

月北京疫情、2021年 7月南京疫情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从居民消费的角度，疫情暴发以及疫区停产停工，会导致部分民众收

入下降。同时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促使民众更多储蓄，两因素共同推

动居民消费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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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年 6月北京疫情，以及 2021年 7月南京疫情两个案例来看，

疫情后地方消费需求的下滑，通常会持续 4-5 个月左右。例如在北京疫情

中，2020年 7月北京疫情结束，但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

零”）增速却在 2020年 11月才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南京疫情中，南

京疫情于 2021年 9月结束，但南京社零增速却在 2021年 12月赶上全国

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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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传导逻辑，其实不只存在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当中，重大自然

灾害也可产生类似的结果。例如 2021 年 7 月郑州发生暴雨灾害，当地居

民遭受财产与收入损失，导致 2021年 12月前郑州社零数据持续疲软，传

导时间也在 4-5个月左右。 

 



 

 - 5 - 

除了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外，疫情还会干扰政府的财政收支。具体表

现为：收入方面，疫情后一个季度内政府财政收入下降；支出方面，政府

的民生开支保持刚性或增长，而基建相关开支则被迫压缩，并制约未来两

个季度的基建投资。 

其中，我们定义“民生开支”为政府财政中的教育、科学、文旅传媒、

社保就业及卫生健康五大项目，而“基建开支”为节能环保、城乡社区、

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四大项目。 

从全国财政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政府公共财政中“民生开支”增速持续高于“基建开支”增速，意味着一

般预算中投向基建领域的资金不断被压缩。这也是过去两年专项债发行量

不低，但基建增速始终难以大幅上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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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北京、南京的财政数据中：2020 年 6 月北京疫情暴发后，北京

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行至 2020 年 9 月份，同期北京财政支出增速小幅上

行；2021年 7月南京疫情爆发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在 2021年 9月份触

底，同期政府财政支出明显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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