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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4 月全国经济数据全面低于市场预期，而从分省份视角

来看，疫情加大地区数据分化。 

4 月各省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增速基本符合疫情冲

击分布，但北京等地的工业增加值下降幅度也较大，广东出口受复工效应

推动回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则是普遍下滑。上海的食品价格变化略低于

2020年 2月的武汉，其他城市食品价格变化则明显小于 2020年 2月。 

上海、吉林工业增加值下降很大，北京降幅也比较多。4 月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省份工业增加值下滑幅度均较大，上海、吉林工业增加值同比

-62.6%、-41.7%，而受到疫情冲击下物流受阻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

北京工业增加值同比-31.1%；其余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也因物流受阻等因

素而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整体来看，4 月各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与感染

率的相关性为-0.71，其中 4月感染率前十省份的加权增速为-4.1%，显著

低于其余省份的 2.1%。 

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大致符合疫情冲击分布。 

4月上海、吉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48.4%、-41.1%，但北京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5.4%，仅较 3月的 7.7%小幅下滑，与北京工业增加值

下滑幅度较大形成了对比，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 

1）由于北京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原材料可以从更多地方获得，而北

京工业（尤其是汽车、电子等）所需要的零部件更依赖于上海等疫情发生



 

 - 3 - 

地，因此上海等地疫情对北京投资的冲击或小于对北京工业的冲击； 

2）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方法（财务支出法和形象进度法混用）可能造

成了投资数据和实物工作量有所背离； 

3）市场主体对于北京经济的长期趋势信心仍存，短期疫情对于北京的

需求侧冲击小于供给侧。而 4 月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与感染率的相

关性为-0.61，其中 4月感染率前十省份的加权增速为-0.7%，显著低于其

余省份的 3.3%。 

供需两端皆弱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下行。 

作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省份，4 月上海、吉林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47.8%、-70.4%，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84.9%、-89.7%。其他受

到疫情冲击并不那么严重的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也有较大幅度的下

滑。4 月全国范围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同比增长的省份仅有 6 个，而商

品住宅销售面积实现同比增长的仅有海南 1 个。4 月各地房地产开发同比

增速与感染率的相关性仅为-0.29，其中 4月感染率前十省份的加权增速为

-4.6%，高于其余省份的-5.4%；4月各地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与感

染率的相关性仅为-0.42，其中 4月感染率前十省份的加权增速为-14.9%，

高于其余省份的-26.5%。 

上海出口下滑，广东出口回弹。受物流供应链受阻和企业停工停产等

因素的影响，4 月上海出口同比增速-43%，进口同比-31%。江苏也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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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