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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过年政策下，部分地区服务消费“火爆”，结构提振明显、总量影响有限 

2021 年春节疫情防控政策下，多数人就地过年，对 2021 年春节假期前后的经济

活动或有所扰动。通常来看，东部用工大省，如广东、浙江等，是节前人口流出

较多的省份；而湖南、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节前则会迎来大规模的返乡人口流

入。2021 年在就地过年影响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规模大幅下降。13 个劳务输

入省份节前返乡规模，仅为 2019 年同期的 53.7%，近半外来人口留在本省过年。 

就地过年对当地消费形成提振，城市文娱休闲类服务体现较为明显，观影、短途

出游、部分餐饮等表现突出。春节假期观影“火爆”，正月初一至初五累计观影

人次和票房收入，分别较 2019 年增长 22%和 34%。假期前 3 天，北京市重点监

测的 147 家景区（地区）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1.6 倍，远郊酒店入住率较 2019

年提高 34.2 个百分点；上海市郊 5 区客房入住率，较 2019 年上升 27 个百分点。 

服务消费呈现地域和结构分化，不同层级城市、以及不同消费类型间，存在明显

差异。春节假期期间，一线城市票房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40%以上，而三、四、

五线城市票房收入增幅，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和 2019 年同期相比，北京假期

前 3 天接待游客数量已恢复 9 成以上，四川则下降了 68.4%；北京的酒店入住

率，远郊区上升 34.2 个百分点、而中心城区下降 20.8 个百分点，消费分化明显。 

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减弱、跨区域旅游出行等相关消费受冲击较大，带来消费结构

分化。节前春运发送旅客 2.7 亿人次，较 2019 年和 2020 年同期分别下滑 75.9%

和 76.4%，跨区域、长距离的旅游和出行消费，受“就地过年”拖累较大。传统

劳务输出地，由于返乡人员的大幅减少，消费也可能受到一定影响。比如劳务输

出大省湖南，除长沙以外，其他主要人口大市的节前市内活动强度明显偏弱。 

部分人员提前返乡、也可能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影响，节后复工情况仍需跟踪。

疫情影响下，外出务工人员可能提前返乡。2021 年春运开启前，13 个劳务输入

省份的人员外流规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68%。这可能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

影响；从生产端高频数据来看，多数指标已回落至 2020 年同期水平以下，比如

钢材表观消费量、水泥出货率等。后续人员流动对生产的扰动，仍需进一步跟踪。 

局部地区、特定版块的“火爆”，更多为结构性提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相对有

限。我国春节假期旅游消费超 5000 亿元、1-2 月旅客运输消费超 2500 亿元，在

春节客运量较正常年份下降逾 7 成的情况下，旅游出行相关消费，可能减少超千

亿元。而受到提振的版块，比如观影消费（2019 年春节假期票房 59 亿元）等，

体量则相对较为有限。春节假期带来的消费“开门红”，或更多为结构性的提振。 

风险提示：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宏观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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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地过年下的经济“开门红” 

 

2021 年春节疫情防控政策下，多数人就地过年，对 2021 年春节效应或有所扰

动。通常来看，东部用工大省，如广东、浙江等，是节前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而湖

南、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节前则会迎来大规模的返乡人口流入。1 月 20 日，国家

卫健委提出鼓励“就地过年”，各地出台相应的疫情防控举措，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规

模大幅下降。广东、浙江等外来务工人员规模较大的省份，2021 年节前返乡规模，

普遍不及 2019 年同期的 60%。13 个劳务输入省份加总，节前人口流出规模仅为 2019

年同期的 53.7%、减少了约 4000-5000 万人1。 

图1：春节前，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出，中西部省份净流入 2 图2：2021 年，主要用工大省（市）回乡规模低于往年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就地过年对当地消费形成提振，在城市线下服务中体现较为明显，观影、部分

餐饮等表现突出。就地过年政策影响下，主要城市假期的文娱休闲等服务消费明显

好于往年。例如全国观影“火爆”，初一至初三累计观影人次和票房收入，分别较 2019

年增长 22%和 33%，正月初三当日增幅更是分别达到了 57%和 41%。部分餐饮业也

受到提振，比如除夕当日外卖需求大幅跳升、且“一人食”订单占比增长了 66%。 

 

 

 

 

 

 

 

 
1 统计区间为 1 月 19 日-2 月 11 日，对应农历腊月初七至腊月三十，共 24 天。跨省净流出的人口规模，根据百度迁徙提供的人口流

动规模指数、以及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春运旅客发送量估算。 
2 其中净流入规模为负值的省份，意味着是节前人口是净流出的，主要是东部的用工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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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春节期间观影人次大幅增长  图4：过年需求对营业门店的消费形成拉动 

 

 

 

数据来源：艺恩、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美味不用等、开源证券研究所 

 

一些外地输入人员较多的大城市，短途或市内出游，受到就地过年的支撑。例

如春节假期前 3 天，北京市重点监测 147 家景区（地区）的接待游客数量已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91%，营业收入增长 1.6 倍；远郊饭店入住率为 52%，较 2019 年提高

34.2 个百分点。上海也呈现类似现象，就地过年对当地的市郊旅游形成支撑。假期前

3 天，上海市郊 5 区3累计客房入住率为 57%，较 2019 年上升 27 个百分点。 

图5：北京市旅客接待规模已修复至 2019 年 90%以上  图6：郊区酒店入住率提升，侧面印证郊区游需求增长 

 

 

 

数据来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但就地过年的增多，对旅客运输、跨区域旅游等相关消费的冲击较大。交通运

输部数据显示，从春运开启到除夕当日（1 月 28 日-2 月 11 日），全国累计发送旅客

2.7 亿人次，较 2019 年和 2020 年同期分别下滑 75.9%和 76.4%。客流大幅萎缩，旅

客运输相关消费或受较大冲击。同时，出行受阻对跨区域、长距离的旅游消费也有压

制，比如四川省春节假期前 3 天游客接待数量仅为 2019 年的 31.6%，受影响较大。 

 
3 上海市郊 5 区包括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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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21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人次大幅低于往年同期  图8：四川省旅游接待人次较 2019 年下降 68.4%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开源证券研究所 

 

而返乡人员减少，对一些人员输出地的假期消费，可能形成一定拖累。从节前

返乡数据来看，全国 17 个省份是劳务输出省。这些省份在 2021 年春节前的人员返

流规模，仅为 2019 年同期的 53.9%4；返乡比例最高的省份，也不足 2019 年的 70%。

即使在同一省内，不同城市差异也较大。比如劳务输出大省湖南，省会长沙节前市内

活动强度较 2020 年提高了 12.8%，同省其他几个人口大市，市内活动强度则几乎没

有增长5。电影票房数据对此也有印证：初一至初三累计来看，票房增长最高的是一

线城市，增幅约 44%，而三、四、五线城市的票房增幅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图9：2021 年多数省份返乡流入不足往年 7 成  图10：主要劳务输出省份，节前春运返乡规模大幅减少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4 此处统计的是跨省返乡规模，统计区间为 1 月 19 日-2 月 11 日，对应农历腊月初七至腊月三十（共 24 天）。 
5 此处的市内活动强度，以百度迁徙的“城内出行强度”来度量。湖南省除了长沙以外，人口规模最大的 5 个城市依次是邵阳、衡

阳、常德、岳阳、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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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劳务输出地、低线城市受“就地过年”支撑较小  图12：相较于一、二线城市，低线城市票房涨幅较小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艺恩、开源证券研究所 

 

部分人员提前返乡、也可能对节前生产形成一定影响，节后复工情况仍需跟踪。

从用工大省的人口流动情况来看，在春运开启之前，已经有部分人口开始外流。2021

年春运前，13 个劳务输入省份的人员外流规模，较 2019 年增长了 68%6。务工人员

的提前返乡，对节前生产可能形成一定影响；从生产端高频指标来看，多数已经回落

至 2020 年同期水平以下，比如钢材表观消费量、水泥出货率等。后续人员流动对生

产的扰动，仍需进一步跟踪。 

图13：春运开启前，主要用工大省已经出现返乡人流  图14：2021 年春运前，主要用工大省人口流出超过往年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开源证券研究所 

 

 

 

 

 
6 统计区间为 1 月 19 日-1 月 27 日，对应农历腊月初七至腊月十五，共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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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专题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7 / 10 

 

图15：节前钢材表观消费量已低于 2020 年同期  图16：节前水泥出货率已经低于 2020 年同期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局部地区、特定版块的“火爆”，更多为结构性提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相对有

限。我国春节假期旅游消费超 5000 亿元、1-2 月旅客运输消费超 2500 亿元7，在春

节客运量较正常年份下降逾 7 成的情况下，旅游出行等相关消费，可能减少超千亿

元。而受就地过年提振的版块，比如观影消费（2019 年春节假期票房 59 亿元）、短

途出游（人均消费通常低于长距离、跨区域旅行）等，体量则相对较为有限。此外，

在就地过年政策下，劳务输出地的假期消费可能也受影响。 

图17：我国旅客运输业全年总营收超过 1.4 万亿元  图18：2019 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收入超过 5000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向后展望，在产需逐步收敛的背景下，国内经济景气的高点或已出现。前期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未来或仍有一定的修复空间，修复

节奏和疫情密切相关。而生产端景气或已触及高点，11 月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达到

8 年多来的高点 54.7%后，连续两个月快速回落；12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

也是近年来的相对高位。伴随政策“退潮”和信用“收缩”，房地产、基建等投资需

 
7 2019 年我国春节假日期间全国旅游收入为 5139 亿元。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 年）、投入产出表（2017 年）数据推算，2018 年

我国旅客运输业营业收入约 1.4 万亿元；按各月旅客周转量来推算，对应到 1-2 月的旅客运输收入约为 2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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