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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 2022 年 GDP 的影响有多大？ 
——疫情专题系列之一 

 

 

 

 

 

 

 

 

 

 

摘要： 

一、目前上海疫情拐点已经出现，未来国内疫情总体趋于缓解。截至 4月 28日，上

海社会面（管控区以外）新增阳性已经降至 100例左右，约为此前峰值水平的

1/10，全市新增阳性也较峰值下降 63%，上海疫情拐点已经出现。未来上海疫情演变

可参照长春和武汉的经验，从疫情出现明确拐点到基本消退大约需要 3-4周时间。 

二、4月疫情对物流的抑制明显加大，对经济的影响也可能有所加大。随着 4月 7号

以来物流保通保畅政策的持续推进，疫情对物流和经济冲击的拐点已经出现。上海疫

情爆发对全国其他省市的外溢影响显著，多省市收紧了疫情管控措施，这导致大多数

省市的整车货运流量指数显著下降。自 4月 7号以来，国务院与交通运输部持续推动

物流保通保畅，全国货运流量逐步修复，疫情对物流和经济冲击的拐点已经出现。 

三、基于定量测算，二季度疫情相对于一季度对全国 GDP的额外冲击约为 0.6个百

分点。上半年疫情对全年 GDP的抑制约为 0.5 个百分点。4月份上海基本处于全局封

控状态；随着疫情缓解，上海会逐步减少封控范围，并推进复工复产，预计二季度上

海市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8%。考虑到上海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较为发达，这

些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预计二季度上海市 GDP第三产业同比下降 12%左右。合并以

上预测，预计二季度上海 GDP同比下降 13.5%。对于吉林地区，预计疫情对二季度

GDP 的冲击与一季度大体接近。对于上海和吉林以外地区，逻辑上讲，由于物流受抑

制程度加大，4月份工业增加值受影响程度可能大于 3月，但统计分析及发电量数据

显示工业增加值受到的影响较 3月份并未显著加大，这可能因为即便物流短期受到抑

制，企业也可以通过库存调节来维持正常的生产，或者因为整车货运流量指数的代表

性不足，夸大了物流受影响程度。对于上海和吉林以外地区，4月份加权平均日均新

增阳性（以各省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权重）略低于 3月，但防疫政策有所收紧，预

计 4 月份疫情对服务业影响与 3月份大体接近。综上所述，相对于一季度，二季度疫

情对全国 GDP的额外影响主要是对上海 GDP的影响。上海 GDP占全国 3.8%。预计二

季度上海 GDP同比较一季度下滑 16.6个百分点，拖累二季度全国 GDP约 0.6个百分

点。不考虑稳增长政策的进一步加码，预计全国 GDP二季度同比增长 4.2%，上半年

同比增长 4.5%。如果没有疫情的冲击，假定在既定稳增长政策的支持下今年一、二

季度 GDP增长实现政府预期目标(同比增 5.5%)，那么一、二季度疫情对当季 GDP的

抑制分别为 0.7、1.3个百分点，对全年 GDP的影响为 0.5个百分点。 

风险提示：疫情恶化，物流改善缓慢 

 

目前上海疫情拐点已经出现，全国疫情对物流和经济冲击的拐点也已经出现。预计

二季度疫情相对于一季度对全国 GDP的额外冲击约为 0.6个百分点。不考虑稳增长

政策的加码，预计二季度 GDP同比增长 4.2%左右。一、二季度疫情对当季 GDP的抑

制分别为 0.7、1.3个百分点，对全年 GDP的影响约为 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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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以来，国内疫情明显扩散；尤其是 3月 28号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全国物

流受到显著抑制，经济受到的冲击可能加大。那么本轮疫情对全国经济的冲击有

多大呢？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和定量测算。 

一、疫情形势分析 

疫情的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以及防疫措施的严格程度是影响疫情演变以及

疫情对经济冲击程度的重要因素。在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就疫

情形势进行分析。 

第一，上海疫情拐点已经出现，吉林疫情持续向好，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取得

较大进展。截至 4月 28日，上海每日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不含既往无症状感染

者转归的确诊病例）降至 1 万，较此前的峰值 2.7 万下降 63%。疫情防控的第一

阶段目标是社会面清零。目前上海社会面（管控区以外）新增阳性病例已经降至

100 例左右，约为此前峰值水平 1100例的 1/10，社会面疫情得到较好控制。目前

上海共有 6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其中，黄浦区、杨浦区、嘉定区在 4月 27号首

次社会面清零。上海疫情的拐点已经出现。吉林疫情在 4 月 14 号就已经实现社

会面清零，新增阳性感染已经降至 140例的水平，为此前峰值水平的 1/20。在实

现社会面清零阶段性目标后，吉林新增阳性感染持续快速下降，疫情得到较好控

制。最近 4周，上海和吉林以外地区日均新增阳性感染 500例左右，仍处于平台

波动状态。在一些省市疫情缓解的同时，另一些省市疫情有所加重。由于其他省

市每日新增阳性感染数量较小，疫情相对轻微，防控相对容易。 

图表1： 上海社会面与全市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 图表2： 吉林和内地(不含上海和吉林)新增阳性感染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第二，未来上海疫情演变可以参照长春和武汉的经验。对于大规模的疫情，

从疫情出现明确拐点到疫情基本消退大约需要 3-4 周时间。上海疫情规模较大，

国内可参照经验主要是今年 3-4 月长春疫情和 2020 年一季度武汉疫情。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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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 4月 8号出现明确的拐点，新增感染降至峰值水平的 1/3左右；约 3周后

疫情基本消退，4 月 27 号新增感染降至 140 例的较低水平，从 4 月 28 号开始全

市逐步解封。2020 年武汉市疫情在 2 月 19 号出现明确的拐点，新增病例降至峰

值水平的 1/3 以下；4 周之后(3 月 18 号)新增病例首次降至 0；继续封城 3 周之

后（4 月 8 号）武汉解封。从长春和武汉经验来看，大规模疫情从出现明确的拐

点到基本消退大概需要 3-4周时间。与武汉一次性全体解封不同，上海和长春的

解封是随着疫情的缓解逐步推进的。长春从 4 月 28 号开始全市逐步解封，这并

非完全解封，而且在此之前长春已经放开了对“无疫小区”的管控。上海目前按

照“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分类来动态调整封控措施，可能没有一个统

一的解封时点。目前上海每日新增阳性感染数量已经降至峰值水平的 1/3 左右，

疫情出现明确的拐点。长春疫情从出现明确拐点到疫情基本消退经过了 3周，上

海每日新增阳性感染数量的峰值水平约为长春的十倍，疫情消退需要的时间可能

略长一些。 

图表3： 2022 年 3-4 月长春市疫情情况 图表4： 2020 年一季度武汉市疫情情况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二、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定性分析 

从供应端来看，3 月份疫情对工业与服务业生产均有抑制，对服务业的抑制

大于对工业的抑制。3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落 2.5个百分点至 5.0%，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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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 图表6： GDP 三大产业当季同比(2021 年为两年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由于上海疫情爆发，4 月份疫情对供应端的冲击可能较 3 月份加大。上海疫

情爆发对全国其他省市的外溢影响显著，多省市收紧了疫情管控措施。这导致全

国物流受到阻碍。4 月份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较 3 月份环比下降 24%左右，其

中疫情最严重的上海和吉林地区降幅最大，分别为 82%、66%；而且大多数省市的

整车货运流量指数降幅均较为显著，且与日均新增阳性感染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 4月份疫情是导致货运流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图表7： 今年与去年 4 月整车货运流量指数较 3 月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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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 4 月各省日均新增阳性与货运流量环比变化(%) 图表9： 4 月各省(不含上海和吉林)疫情与货运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随着物流保通保畅政策的继续推进，4 月 7 号以来全国货运流量开始修复，

疫情对物流和经济冲击的拐点已经出现。自 4月 7号以来，国务院与交通运输部

持续推动物流保通保畅。4月 18号，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

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会议并部署十项重要举措。随后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持续推动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因此，4月

7 号以来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逐步恢复。当然由于疫情的影响，物流完全恢复

还需要一些时间。截至 4月 28号当周，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同比降幅仍在 25%

左右。 

图表10： 整车货运流量指数 图表11： 整车货运流量指数 7 天均值的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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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端来看，本轮疫情对消费的影响较大，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影响

较小。3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减少 3.5%，而 1-2月份同比增长 6.7%，疫

情对消费的冲击相当显著。预计 4 月份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将进一步加大。3 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长 6.7%，表现尚可。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较

高与基数效应有关；剔除基数效应，3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高于 1-2 月份。

这主要因为稳增长的发力使得基建投资增速显著提高。严格来讲，疫情对 3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是略有负面影响的，比如制造业投资增速偏弱可能与疫情有关，但

基建投资的改善对冲了疫情的影响。4 月份疫情对投资的负面影响会较 3 月份有

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略有回落，但幅度不会很大。疫情对 3月份出口

略有负面影响，4月份影响会有所加大，但相对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仍是较小的。 

图表12： 消费与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剔除基数效应) 图表13： 出口与进口金额当月同比增速(剔除基数效应)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三、疫情对 GDP 影响的定量测算 

从逻辑上来讲，疫情越严重，经济受到的冲击越大，但这种正相关性并非是

线性的。不同地区与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取决于疫情严重程度（以每日新增阳性感染数量衡量）以及政府的防疫措施，

这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在新增阳性感染较少时，政府的防控措施是对密接人

员及相关场所进行管控。被管控的场所主要是服务业营业场所，因此服务业生产

与服务消费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工业生产几乎不受影响；即便少量工业从业人员

被管控，也可以通过其他员工增加工作量来保障工业企业的生产。第二、随着新

增阳性感染的增加，对人员与相关场所的管控范围更广，服务业与消费受抑制的

程度加大，工业生产活动可能也会受到抑制。第三、在新增阳性感染数量超过一

定水平后，政府采取全局封控措施，仅保留最基本的生产服务活动。这种情况下，

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受影响较小；可以转向线上开展的经济活动受影响也

较小（比如金融业），而多数行业受影响程度非常大。总的来讲，新增阳性感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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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 GDP受影响程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不同地区因为疫情严重程度以及防控措施不同受到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本文主要基于今年 3月份的分省数据从供给端测算疫情对 GDP的影响。选择

这种方法有三个原因。第一，新增阳性感染数量与 GDP受影响程度之间存在非线

性关系，不同地区受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将所有省市分为两类，即全

局封控地区（上海和吉林）以及局部管控地区（上海和吉林以外地区），分别针对

这两类地区构建测算模型。这种方法等同于将新增阳性感染数量与 GDP受影响程

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分段线性化，从而更准确地估算疫情对 GDP 的影响。第二，

选择今年 3月份数据而不是更早期的疫情与经济数据的原因是 3月份的疫情与防

控措施和当前最为接近。第三，选择从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测算疫情对 GDP影响

的原因是供给端（比如工业增加值）的分省市数据已经完全公布，而需求端（比

如社费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分省市数据尚未完全公布。虽然服务业生产（供给端）

的分省市数据缺乏，但是服务消费（需求端）的分省市数据也是缺失的。 

首先基于分省工业增加值数据测算疫情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对于全局封控的

省市，工业增加值下降 50 个百分点左右；对于局部封控的省市，工业增加值受

疫情影响不显著。3 月份疫情对上海和吉林以外省市的工业增加值的抑制可能在

1.5 个百分点左右。全局封控的省市有三个典型样本：2022 年 3-4 月的吉林省、

2022 年 3 月下旬至今的上海市、2020 年 1-3 月份的湖北。湖北省在 2020 年 1-2

月份、3月份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下降 46.2%、46.9%，工业增加值较潜在水平下

降 54%左右；吉林省与上海市在 2022 年 3 月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下降 36.7%、

10.9%，增速较 1-2月份分别回落 43、23个百分点。严格来讲，这三个省市并非

在所有小区、整个月份均是全局封锁，比如吉林长春 3月 11号才开始全市封控，

上海 3月 28号才开始浦东封控。总体来讲，对于全局封控的省市，工业增加值下

降 50%左右。对于局部封控的省市，定量分析显示疫情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并不

显著。以今年 3月份数据为例，剔除上海和吉林这两个全局封控的省市，对 3月

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相对于 1-2 月同比增速的变化与每日新增阳性感染数量

（或取对数以捕捉非线性关系）做回归分析，结论是两者的相关性并不显著。3月

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相对于 1-2月增速的变化会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考虑基

数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仍是不显著的。当然，这并不是说 3月份疫情对上海和

吉林以外省市的工业生产没有影响。3 月份疫情对上海和吉林工业生产的抑制会

压低全国工业增加值约 1.1 个百分点，而 3 月份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 1-2

月回落 2.5个百分点。这可能意味着 3月份疫情对上海和吉林以外省市的工业增

加值的抑制在 1.5个百分点左右。 

预计二季度上海市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8%，较一季度增速下滑约 20.4个百

分点。4 月份上海基本处于全局封控状态，但考虑到上海市从 4 月下旬开始推动

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我们预计 4 月份上海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40%左右。5 月份

开始上海疫情会逐步缓解，并继续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预计疫情对工业生产的影

响相对于 4月减半，同比下降 20%左右。6月份上海疫情基本消退，经济活动基本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