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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劳动力返程加快，政策加快落地推动开复工，哪些地区、产业开复工在加快？详细梳理，供参考。 

一、今年开复工有何特征？节后人流提升、重点项目投资增长、复工政策加码，推动返工加快 
春节节前劳务人口提前返乡，节后人流明显增多，指向劳动力返工进程加快。节后人流返工进程明显加快，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三，全国旅客累计发送达 5.2 亿人次、远高于 2020 至 2022 年同期水平，正月初一后累计旅客发送量占腊月

十六至腊月廿九客流合计的比重达 87%、远高于 2019、2022 年同期的 82%、78%；正月初四至初七合计客流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55%、大于除夕前客流量 53%的恢复水平；全国迁徙规模平均为 715，高于 2019、2022 年同期的 573、537。 

复工政策持续加码、多地重点项目投资明显增长有助复工，部分高频指标已显现节后开复工提速迹象。2023 年开年，

多地强调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重大项目投资加码，六大代表省市投资规模同比增长 12%、为近年较高水平；前

期开工项目较多背景下，当前续建类重大项目占比较高，而年度投资计划明显提升或指向 2023 年项目施工呈“赶工”

状态。映射工业生产的汽车钢胎等以及映射投资需求的螺纹钢、水泥等开工率于春节当周开始提升、明显早于过往。 

二、哪些地区开工在加快？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非一线城市返工进程相对更快 

从地区结构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城市返工进程明显加快。今年节后，佛山、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和宁波、

杭州等长三角城市节后市内工作出行强度提升更快，截至正月十一，珠、长三角地区工作出行强度分别较大年初七提

升 2.5、2，远超主要城市平均变动 1.8。跨区人口流动情况也指向上述两地区返工力度加大，今年华东、华南节后人

口迁入规模占节前人口迁出累计规模比重较 2021、2022 年平均占比提升 10.4、4.2 个百分点，增幅超过其他地区。 

地铁客流、区域迁移等人流指标进一步反映今年节后非一线城市返工力度加大。今年春节后非一线城市地铁客流提升

力度明显强于一线城市，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一线城市地铁客流合计分别较 2019、2022 年同期回落 10%、1%，非一

线城市分别提升 67%、12%。同时，节后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较多的非一线城市人口迁入规模相对好于一线城市，节

后上海人口迁入规模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而苏州、杭州等非一线城市远超过往，指向非一线城市返工力度加大。 

三、哪些产业开工加快？返工加快、需求具有支撑的基建、部分制造业等开复工或加快 
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返工较快，或带动当地生产规模较大的工业机械制造业和信息、汽车、医疗等新兴优势制

造业生产开工率先改善。长、珠三角通信电子、电气设备、工业机械生产规模较大，合计营收占全国对应产业营收比

重分别为 59%、58%、55%；除传统制造外，长珠三角信息技术、汽车制造、医疗制造等新兴产业生产优势显著，2021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 38%产量来自长三角，长珠三角合计智能芯片份额达 62%，42%医疗器械企业分布在长珠三角地区。 

返工加快基础上，需求支撑较强的基建相关行业、汽车制造等新兴行业，开工积极性或更高。生产开工同样依赖需求

表现；节后当周，华东、华南水泥出货显著提升，分别较节前提升 7、6 个百分点、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3.5 个百分点，

或指向节后基建、地产竣工等落等加快。新兴优势产业方面，今年年初新能源相关行业排产显著高于过往同期水平，

代表医院院内诊疗人次显著恢复、已达疫前九成水平，指向汽车、医药医疗制造或仍有需求支撑、带动开工积极性。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数据统计存在误差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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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思考：节后开复工，哪些领域在加快？ 

1. 今年开复工有何特征？ 

今年春节后，生产开复工与过往出现明显差异，节前提前返乡劳务人数大幅增长导致 1 月
开工及劳务到位情况低于过往。受去年年底疫情和防控措施优化等因素影响，今年春节前
主要人口输入城市提前返乡劳务人数大幅增长；比如，今年节前主要人口流入城市平均人
口迁出规模于农历 11 月 29 日开始提升、明显早于去年的腊月初九；同时，代表性一线城
市北京、广州的人口迁出与迁入规模指数之间的差值分别由去年 11 月中旬的-0.26、0.52
提升至 12 月初的 1.51、2.58，也指向劳动力返乡进程前置。劳务人口提前返乡使得今年
年初开工情况明显弱于过往；1月全国工程项目开复工率为 6.2%、低于去年同期的 17.2%，
全国劳务到位率为 10.5%、低于去年同期的 21.1%。 

图表1：主要人口流入城市的节前人口迁出明显提前  图表2：11 月下旬开始，北京人口迁出迁入规模差值走

扩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11 月下旬开始，广州人口迁出迁入规模差值走

扩 

 图表4：春节期间工程项目开工情况明显不及过往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年建筑，国金证券研究所 

但疫情形势好转下，节后人流明显提升，释放了劳动力返工进程加快的积极信号。今年春
节节后，人流返工进程明显加快；今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三，全国旅客累计发送量达 5.2
亿人次、远高于 2020 至 2022 年的同期水平，初一后累计旅客发送量占腊月十六至腊月廿
九客流合计的比重达 87.2%、远高于 2019、2022 年同期的 82.1%、77.6%。正月初四至正
月十三，全国迁徙规模指数平均为 715.4，明显高于 2019、2022 年同期的 572.8、537.2。
同时，2020 年以来，历年除夕前客流量占 2019 年同期的比重均大于初四至初七的比重水
平，指向近年来节后返工力度较小；而今年初四至初七合计客流量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54.7%、大于除夕前客流量 53%的恢复水平，或指向劳动力返工进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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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春节节后，全国旅客发送明显高于过往水平  图表6：春节后旅客发送提升速度快于 2019、2022年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7：春节节后全国人口迁徙指数明显高于过往同期  图表8：春节节后旅客发送情况好于春节前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同时，复工政策持续加码、多地重点项目开工明显增长下，部分高频指标已显现节后开复
工提速迹象。2023 年开年，地方经济建设紧迫性提升，多地强调加快推进工程实施作、推
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在此背景下，多地重大项目投资加码，六大代表性省市重大项目
年度投资规模同比增长 12%、为近年较高水平。在前期开工项目较多背景下，当前续建类
重大项目数量占比较高，2023 年河北、四川、广东等代表省份新建项目平均占比为 41%、
低于 2022 年的 43.2%；但年度投资计划明显提升或指向 2023 年项目施工呈“赶工”状态，
进一步推动开复工加速。同时，今年投资需求、工业生产相关的开工明显前置进一步指向
开复工加快，映射投资需求的全国螺纹钢开工率、水泥粉磨开工率以及映射工业生产的汽
车钢胎、PTA 开工率均于春节当周开始提升，明显早于过往同期。 

图表9：近期，地方加快经济建设的相关政策出台落地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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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时间 文件/会议 主要内容

江苏 1月28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要全力以赴抓项目建设， 千方百计招引实施高水平项目，抓紧推进“卡脖子”技术攻关，抓好在建

项目接续推进。

上海 1月28日
《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

方案》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为增长5%左右，总规模将迈上一万亿元的新台阶。推动重大产业项目、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民生项目等加快开工建设，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浙江 1月28日
全省2023年实施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

工程工作部署会

动员全省上下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奋进姿态，加快推进十大工程实施，进一步掀起全

省高质量发展热潮，确保一季度开门稳、开门好、开门红、开门旺。

天津 1月2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2023年

市政府重点工作的通知》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左右。在滨海新区各开发区、中心城区主要功能区和各区产业园区聚焦提升要

素承载能力，年内新增承接项目投资额超过1600亿元。

广东 1月28日 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
1.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2.全省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530个，总投资8 .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

万亿元。3.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河南 1月28日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
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竞进姿态，纲举目张抓工作，项目为王抓投资，千方百计促
消费，开足马力拼经济。

陕西 1月28日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全年组织实施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共4452个总投资546万亿元。重点打造陕北高端能源化工项目、以集

成电路等为代表的关中协同创新发展项目和陕南绿色循环发展项目。

福建 1月28日
全省“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

动动员部署会
要抓好项目建设工作，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继续加大招商引资，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 1月28日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
要提速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多元化的现代能源保障体系，建立
可持续的现代水利工程体系，为推动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吉林 1月28日 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
抓项目、扩投资、兴产业，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进度，全面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狠抓科技创新项
目实施，推动民生保障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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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23 年代表省份重大项目投资同比显著提升  图表11：2023 年多地续建类重大项目数量占比提高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2：今年螺纹钢开工恢复明显前置  图表13：今年汽车半钢胎开工恢复明显前置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 哪些地区复工在加快？ 

人流变化可作为工业生产、投资需求的同步映射，相较过往，节后市内工作人流提升明显
加快映射生产、投资修复或提速。过往经验显示，人员流动与生产活动、投资需求有较为
同步的变动关系，因此一定程度可以通过人流变动映射工业产需变化；以制造业大省广东
为例，广东主要城市平均地铁客流与以当地水泥出货率

1
为代表的投资需求指标、以当地

水泥粉磨开工率为代表的工业生产指标具有较为同步的走势。今年春节节后，城市内工作
人流明显提升，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一，全国代表城市工作出行强度指数提升 35.7%、增幅
明显超过 2021、2022 年同期的 23.4%、14.5%，映射节后生产、投资修复有望提速。 

图表14：代表省份工业生产、投资需求与人流同步变动  图表15：春节节后代表城市工作出行强度指数提升加快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1 水泥具有同质化、不适宜长于运输、不能长久库存的特征，因此某地水泥出货情况一定程度可以映射当地水泥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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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结构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城市返工力度明显提升。全国工作人流提升加快下，
地区间提升力度有所分化，通过对比主要城市节后工作出行强度的变动发现，佛山、东莞、
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和宁波、杭州等长三角地区城市节后工作出行强度指数提升
更快，截至大年十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城市平均分别较大年初七提升了 2.5、2，远超
主要城市的平均变动 1.8。 

除市内人流变动外，节后跨区人口迁徙情况进一步验证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跨区务工人员
返工力度加大。各地节后人口迁入规模占节前人口迁出累计规模的比重一定程度可以衡量
该地区春节假期后务工人员的返工情况，今年华东、西南、华南地区的节后迁入规模占节
前迁出规模比重分别较 2021、2022 年平均占比提升了 10.4、6.1、4.2 个百分点，提升幅
度超过其他地区，或指向今年华东、西南、华南跨区返工进程相对有所加快。 

图表16：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工作出行强度提升更快  图表17：华东、西南、华南节后人口迁入规模增长加快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度地图，国金证券研究所 

除此之外，地铁客流、区域迁移等人流指标进一步反映今年节后非一线城市返工力度有所
加大。春节后，外地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地铁客流明显回升，但今年非一线城市地铁客流
提升力度明显强于一线城市；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一线城市地铁客流合计 6168 万人次、
分别较 2019、2022 年同期回落 9.8%、1.4%，非一线城市地铁客流合计 625 万人次、分别
较 2019、2022 年同期提升 66.9%、12%。同时，节后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流入较多的非一线
城市人口迁入规模也相对好于一线城市，今年春节节后，上海人口迁入规模指数较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而苏州、杭州、宁波等非一线城市人口迁入规模指数远超过往，正月初一至
正月初七，长三角代表性非一线城市人口迁入规模指数合计较去年同期提升 46.8%、远超
一线城市的提升幅度 28.7%，进一步指向非一线城市返工力度加大。 

图表18：春节开始，一线城市地铁客流略低于过往  图表19：外地人口较多的非一线城市地铁客流远超过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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