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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就地过年”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如何？ 

事件：截止 2月 22日，全国多地已更新了春节期间的生产、消费数据。节前市

场普遍认为“就地过年”将对经济带来负面冲击，我们在节前专题报告《“就地

过年”对经济冲击有多大？》也做了重点分析。本报告，我们结合更新、更全面

的春节生产、消费数据，进一步分析“就地过年”对经济的实际影响。 

核心观点:“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正面影响显现、带动近距离消费、拖累远

距离消费，总体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趋于中性（节前普遍预期偏负面）。因此，一

季度 GDP 增速大概率不会低于年底年初的市场预期（18%-20%）。 

1、生产端：“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正面影响显现。从交通、开工率、工业

用电等高频数据看，春节工业生产大概率明显好于 2019年水平。 

>城内交通、用电数据显示今年节后复工复产明显较快。参考往年发电耗煤走势，

要等正月十五才逐步恢复正常。而今年春节，多数城市节后两个工作日的上班出

行强度已接近正常水平，浙江等部分省份节后第一天已有近半数企业恢复生产。 

>高频生产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开工率高于 2019年。2021年春节的高炉开工率、

PTA开工率分别比 2019年农历同期高 0.7、3.4个百分点，反映假期期间相应行

业有更多企业选择继续开工。 

>工业用电数据显示春节工业生产增速可能较高。比如，福建、江苏工业用电较

2019 年分别增长50%、26%。 

2、消费端：仍然疲软，但好于节前市场预期 

>春节消费疲软主因还是疫情的持续冲击效应，而节前普遍预期“就地过年将大

幅冲击消费”可能并不成立。据商务部，2021 年春节全国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

售额 8210亿，较 2019年增长 4.9%，仍显著低于往年水平（2015-2019年同期

平均增 10.5%），反映消费仍然很弱；但 4.9%的增速持平 2020 年四季度，表

明本轮冬季疫情和“就地过年”很可能并未对消费带来新的额外冲击。需注意的

是，从绝对额看，2021年较 2019年的 10050亿大降了 18%，与商务部公布 4.9%

的增速明显背离，应是统计口径（样本企业）有了较大变化。 

>近距离消费整体好于预期。“春节档”电影票房创历史新高、观影人数较 2019

年增 22%，多省春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较 2019年有明显增长。疫情受控

程度超预期是核心原因，居民消费向物价较高的一二线城市转移也提供了支撑。 

>远距离消费整体低于预期，交运明显低于预期，旅游分化明显。春运全国发送

旅客数量较 2019年下降 75%左右，降幅高于节前交通运输部预测的 6成左右。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和近距离旅游已经恢复至 2019年八九成以上，云南、四

川等传统的远距离旅游较 2019 年仍下跌了 50%左右。 

3、综上，“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正面影响显现，对近距离消费有带动、对

远距离消费有拖累，总体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趋于中性（节前普遍预期偏负面）。

对应看，一季度 GDP增速大概率不会低于年底年初的市场预期（18%-20%）。

此外，基于本次冬季疫情防控经验，再次表明我国疫情防控能力已经十分成熟，

后续疫情即使再度散点爆发，对消费和经济的拖累大概率较为有限。再结合近期

全球疫苗接种稳步推进、疫情普遍回落，预示中性假设下，今年经济修复、盈利

改善是大趋势，短期“顺周期”比较确定，也进一步预示今年货币政策将趋紧、

流动性将趋于收缩。 

风险提示：疫情演化超预期，外部环境恶化超预期，政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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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4 日，我们在节前专题报告《“就地过年”对经济冲击有多大？》中分析了“就

地过年”的可能影响，认为“就地过年”对经济影响可能小幅偏负面；  

 1 月 31 日，我们在 1 月 PMI点评《1 月 PMI降幅为近十年同期最大，有 5 个信号》

中认为，在“就地过年”政策逐步收紧下，部分人员为减少麻烦提前返乡，“就地过

年”对生产端的拉动可能小于预期； 

 2 月 17 日，我们在节后首篇报告《春节宏观 9 大看点—“牛”转乾坤？》中根据部

分春节消费数据对节前判断进行了修正，认为春节期间消费整体好于预期，对经济

影响可能趋于中性。 

 截止 2 月 22 日，全国和多个省份春节期间的消费、生产数据基本都已更新，我们

在本篇报告中结合更新、更全面的春节生产、消费数据，进一步分析“就地过年”

对经济的实际影响。 

“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正面影响显现 

从交通、开工率、工业用电等高频数据看，春节工业生产大概率明显好于 2019 年水平。 

 

 城内交通数据显示今年节后复工快于往年。从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交通指数来

看，春节后两个工作日的上班出行强度已接近正常水平；而往年参考发电耗煤走势，

要等正月十五才逐步恢复正常（具体请参考前期报告《“就地过年”对经济影响几

何？》）。 

 此外，根据国网浙江电力发布的《浙江省在“这”电力指数报告》，2 月 18 日正月

初七，浙江省企业复工电力指数为 48.99，说明近半企业初七已经恢复生产，而 2020

年、2019 年农历同期该指数分别为 29.31、35.84，也验证了今年节后恢复生产速

度远超往年。 

 

图表 1：节后前 2天，多数城市上班出行强度已较为接近正常水平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国盛证券研究所 

 

 高频生产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开工率高于 2019 年。2021 年春节假期的高炉开工率、

PTA 开工率分别比 2019 年高 0.7、3.4 个百分点，反映春节期间相应行业有更多企

业继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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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1年春节高炉开工率高于 2019 年  图表 3：2021年春节 PTA 开工率高于 2019年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工业用电数据显示春节工业生产增速可能较高。工业用电是反映工业生产的较好指

标。数据显示，2021 年春节福建、江苏两省较 2019 年分别增长 50%、25.8%；覆

盖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五省的南方电网，春节期间工业用电量较 2020

年增长 34%。从发电耗煤走势来看，疫情影响在 2020 年春节期间是逐步发酵的，

2020 年春节工业生产整体跌幅相对有限，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 2021 年 34%的用

电增速即便剔除基数可能仍会较高。 

 

图表 4：春节期间各地区用电数据 

省市 各地区春节用电情况（主要电网公司的新闻通稿）  
同比

2019 年 

同比

2020 年 

南方电网（云
南、贵州、广

西、广东、海
南） 

受“就地过年”、企业持续生产和产销两旺等多因素影响，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南方电网用
电负荷、用电量双双实现“开门红”。南方电网全网用电量较农历同期增长 14.6%。全网统

调发受电量 145.59 亿千瓦时，西电东送电量 15.17 亿千瓦时，较农历同期分别增长 13.01%、

25.13%。分产业看，第二产业成为用电量增长主力，农历同比增长 33.57%，对用电增长贡
献率达 98.41%。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用电分别同比农历增长 15.61%、21.39%。 

- 34% 

国家电网 
春节期间，国家电网运行平稳。来自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 11 日
至 16 日，全国日均发电量 153.38 亿千瓦时，农历同比增长 1.73% 

- 2% 

福建 
据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数据，春节期间福建全省工业用电高速增长，总用电量分别是

2020 年和 2019 年的 1.4 和 1.5 倍。 
50% 40% 

江苏 
从工业用电看，春节期间，全省工业用电保持较高水平。2 月 11 日至 2 月 16 日全省工业用

电 39.4 亿千瓦时，比 2020 年、2019 年同期(腊月三十至正月初五)分别增长 20.1%、25.8%。 
26% 20% 

广东 
受去年疫情导致基数偏低及今年“就地过年”倡导影响，广东用电量较去年春节同期增长较

快，制造业用电增速明显，增长 55.71%。 
- 56% 

浙江 

春节期间（除夕至初六）浙江全社会日用电量累计 49.78 亿千瓦时（七天），相比去年同期

增长 7.2%，相比前年同期增长 18.4%。正月初七（2 月 18 日），浙江省企业复工电力指数

为 48.99，说明将近一半的企业在大年初七就恢复生产了。而2020 年农历同期该指数为29.31，

2019 年农历同期该指数为 35.84。这表明，今年节后恢复生产速度远超往年。 

18% 7% 

湖北 
湖北主网累计用电量 28.39 亿千瓦时，日均用电量 4.06 亿千瓦时，同比少 8.96%；2019 年

春节期间（2 月 4 日除夕至 2 月 10 日初六)，湖北电网主网累计用电量达 28.82 亿千瓦时（度） -1% -9% 

贵州 省调电网发电量 2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省内供电量 2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 - 15% 

河南 
春节期间省网最高负荷为 3885 万千瓦；全网新能源最高出力 1015 万千瓦，较去年春节最高

出力增加 423 万千瓦，增幅 71.45%。 
- 71% 

广西 
春节期间广西电网公司供电区域大工业用电总负荷保持在 726 万千瓦左右，相比去年春节同

期增加 48.5 万千瓦，增长 7.2%。 
- 7% 

海南 
全省电力供应能力 564 万千瓦，统调最高负荷需求为 409 万千瓦，同比增长 7.08%；统调发

受电量 3.9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 
- 5% 

内蒙古 

2 月 11 日至 17 日，内蒙古电网日均发电量 8.3 亿千瓦时，全网最大发电负荷 3802.7 万千瓦，

同比增加 11.7%。2019 年春节期间，内蒙古电网运行平稳，日均发售电量 7.1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2.50%。 
17% - 

资料来源：各省电网公司，国盛证券研究所 注：加粗的是工业或制造业用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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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消费仍疲软，但好于节前市场预期 

整体看，消费仍然很弱，但好于节前预期。据商务部，春节全国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

额 8210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28.7%，较 2019 年增长 4.9%，对比来看： 

 一方面，4.9%的增速显著低于往年正常水平（2015-2019 年 5 年春节期间的增速分

别为 11%、11.2%、11.4%、10.2%、8.5%），而在 12 月冬季疫情爆发前的 7-11

月我国疫情已有效控制，月均社融增速为 2.4%，也是显著低于 2019 年同期的 7.6%，

由此表明，疫情对消费的拖累很大，这也预示 2021 年我国消费全面恢复尚待时日。 

 另一方面，4.9%的增速持平 2020 年四季度，应可表明本轮冬季疫情和“就地过年”

可能并没有给消费带来新的拖累。 

 综上，春节消费疲软主因还是疫情的持续冲击效应；而节前普遍预期“就地过年将

大幅冲击消费”可能并不成立。 

 

此外应注意，从直观数据看，商务部公布的 2021 年春节全国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

8210 亿，较 2019 年 10050 亿元大幅下降了 18.3%，与商务部公布增加 4.9%并不一致，

背后原因应是统计口径（样本企业数）发生了变化。 

 

图表 5：春节消费增速持平 2020年 Q4  图表 6：近年来春节全国重点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商务部，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盛证券研究所 注：2020年春节消费数据未公布，
为便于作图，绝对值由 2021年数据计算得出，增速假设与 1-2 月社零增
速持平 

“就地过年”对消费的拖累小于预期，主因本轮冬季疫情控制情况显著好于预期。2 月

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迅速由 1 月下旬的 70 例左右下降至个位数，2 月 8 日至今全

国仅 1 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由此表明春节前我国疫情就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图表 7：春节期间疫情受控程度超预期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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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构看，近距离消费整体好于节前预期，但远距离消费整体低于节前预期。 

 
图表 8：近距离消费：2021年“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爆  图表 9：远距离消费：2021年春运全国旅客数量较 2019 年下降约 75%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近距离消费整体好于节前预期：典型例子为 2021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高达 78.2

亿元，创历史新高（2019 年 59 亿元、历史次高），观影人次 1.6 亿次，较 2019 年增长

22%。电影业作为人员密集性消费，受新冠疫情打击尤为严重，其恢复对疫情控制的要

求很高，电影的恢复对其他服务业消费的恢复应有借鉴意义。从原因上看，国内冬季疫

情受控程度超预期是近距离消费超预期复苏的核心原因，此外，居民消费向物价较高的

一二线城市转移也提供了支撑。 

 

各省数据也验证了“就地过年”对一线城市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多数省份春节零售消

费恢复较好。从 2021 年春节期间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来看，已公布数据的 16 个省

市较 2020 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北上广杭的增幅均超过 100%；与 2019 年正常水

平相比，也有多个省份明显增长，仅湖北仍低于 2019 年水平。 

 

图表 10：2021年春节期间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情况 

省市 2021 年春节期间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情况  
同比

2019 年 

同比

2020 年 

北京 

北京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春节 7 天假期，重点监测的百家企业（涵盖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

餐饮、电商等业态）实现销售额 54.7 亿元，同比（农历日）增长 43.1%，较 2019 年增长 15.5%，

其中实体业态（涵盖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同比增长 59.5%，较 2019 年增长 14.4%。 
16% 60% 

上海 

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春节期间（2 月 11 日至 17 日），上海 390 家零售重点样本企业实现销售额
76.1 亿元，较去年春节期间同比增长 1.2 倍。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监测，从支付端来看，节日期

间全市共发生消费金额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82.2%，消费人次 167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9%。 
- 120% 

天津 
天津据市商务局监测，全市百货、购物中心、超市等 200 家重点企业春节假期共实现销售 15.9 亿元，

比去年春节增长 64%，比 2019 年增长 16%。 
16% 64% 

重庆 

重庆市商务委的监测数据显示，春节七天假期，全市各区县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

274.1 亿元，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49.9%。2019 年春节期间全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

售额 36.1 亿元。 
- 50% 

宁夏 
自治区商务厅获悉，春节七天，宁夏 52 家商业综合体、百货店、专业店、超市实现销售总额 4.79 亿

元，同比增长 44.17%。 
- 44% 

山东

济南 

2021 年春节期间，在响应“留济过年”的号召下，历城区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坚持连续经营，全力保

障广大市民和留济外地人员的节日生活。春节 7 天，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合计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131.7%，与 2019 年相比增长近 20%。 
20% 132% 

江苏 
据对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检测和初步统计，春节期间共实现销售额约 177.3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
增长 23%。 

23% - 

辽宁 

据辽宁省商务厅《2021 年辽宁省春节市场总体情况》显示，春节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 70 家商贸流

通企业实现销售额达 4.28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0.3%。沈阳中街成为东北地区最火爆商圈，

消费额较去年同期上涨 137%。 
- 10% 

四川 
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春节假期截至 2 月 17 日上午，四川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
长 24%。 

- 24% 

浙江
杭州 

2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间，杭州商场百货、超市、汽车、餐饮、住宿等五大行业共 56 家样本企业累计
实现销售额 14.33 亿元，同比增长 142.1%。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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