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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专题 

“就地过年”对经济冲击有多大？ 

事件：随着国内疫情扩散，全国各省市普遍倡导在工作地过年。 

核心结论：“就地过年”可能拖累消费、利好生产，中性测算下总体偏负面，

对应 2021Q1 GDP 实际增速可能更接近此前市场预期的下限（18-19%）。 

1、“就地过年”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全国已有 30 个省份发出就地过年倡议，

普遍倡导在工作地过年、减少出行活动、限制大型聚集性活动和公共场所人

流量等。考虑到各地核酸检测能力有限，且近期疫情持续发酵，参考交通运

输部的预测，我们预计，最终可能有 5 成以上的在外人员选择在工作地过年。 

2、梳理各省倡议，“就地过年”最大的出发点是限制人员流动，不论在哪

过年，外出活动、集体活动都将受限，尤其是跨省跨市的远距离活动： 

>几乎所有地区：要求加强戴口罩/体温监测、倡导不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 

>多数地区：要求春节期间减少外出活动、限制私人聚会人数； 

>少数地区：建议居家过节、暂停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实施公共场所流量

限制、进出城管控等严格防疫措施。 

3、“就地过年”对经济的影响测算：拖累消费、利好生产，整体偏负面  

1）消费端：结合春节特点和北京新发地疫情管控经验，从近距离和远距离

消费两大角度分别测算，消费端可能拖累当月 GDP 4.3 个百分点左右。 

>春节消费有何特点？正常情况下，春节期间消费总量占比基本正常，食品

饮料、服装、金银珠宝占比提升，服务消费占比略降。 

>“就地过年”对近距离消费的影响：对比看，“就地过年”可参照 2020

年 6 月北京新发地疫情的管控，再结合春节消费特点：一方面，本次冬季疫

情扩散范围更广，北京之外其他地区消费的下滑幅度预计将显著大于北京新

发地疫情期间；另一方面，“就地过年”行政限制相对较松，加之春节期间

服务消费占比略降，对消费的影响很可能小于新发地期间北京的下滑幅度。

结合北京新发地疫情影响来测算，“就地过年”下近距离消费可能拖累当月

全国社零约 5 个百分点，拖累当月 GDP 约 3.3 个百分点。 

>“就地过年”对远距离消费的影响：主要是交通运输和旅游业，中性测算，

交通运输和旅游业增加值损失约为 850 亿，拖累当月 GDP 约 1 个百分点。 

2）生产端：逻辑上看，“就地过年”意味着春节前后离岗返岗的时间成本

将大大降低，实际工作日可能较往年显著增加，对工业生产整体应偏利好。

从工作日角度和春节期间发电耗煤的历史经验，“就地过年”有望提振当月

工业生产 10 个百分点左右，对应看有望拉动当月 GDP 3.8 个百分点左右。 

3）综合看，消费端对 GDP 的拖累（约 4.3 个百分点）将高于生产端对 GDP

的拉动（约 3.8 个百分点），表明“就地过年”对经济总影响可能偏负面。

对应看，年底年初市场普遍预期 2021 年一季度 GDP 增速为 18%-20%，“就

地过年”冲击下，最后实际增速有可能更接近市场预期的下限（18%-19%）。 

风险提示：疫情超预期演化、政策超预期变化、测算假设误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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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已是大势所趋，最大出发点是限制人员流动  

疫情持续发酵+各省普遍倡议，“就地过年”已是大势所趋。本轮疫情自元旦假期后开始

爆发，1 月中旬后日均新增确诊百人左右，地点主要包括河北、东北三省、北京、上海

等地区。目前，全国已有 30 个省份发出就地过年倡议，普遍倡导就地过年、减少出行

活动、限制大型聚集性活动和公共场所人流量等。1 月 20 日，交通运输部预计 2021 年

全国春运期间发送旅客 17 亿人次左右，日均 4000 万人次，比 2019 年下降四成多，比

2020 年增加一成多，此预测较 1 月 15 日国铁集团的预测再次大幅下调。1 月 20 日，国

家卫健委要求返乡人员需持 7 日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返乡，其中返乡人员是指从

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 

 

图表 1：本轮冬季疫情为 2020年 3月以来最严重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考虑到各地核酸检测能力有限，且近期疫情发酵，我们预计就地过年比例可能进一步提

高，最终可能有 5 成以上的在外人员选择就地过年。 

 

“就地过年”防疫属性占首位，核心是限制人员流动。我们梳理各省市的就地过年倡议

内容如下表，总结而言： 

 几乎所有地区都要求加强公共场所戴口罩/体温监测、倡导不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 

 多数地区还要求春节期间减少外出活动、限制私人聚会人数； 

 少数地区（主要是当前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省份）建议居家过节、暂停举办大型聚

集性活动，实施公共场所流量限制、进出城管控等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可以看出，就地过年的倡议本质是春节期间疫情加剧、全国防疫收紧时期的人口流动管

控措施。不论在哪过年，外出活动、集体活动都将受限，尤其是跨省跨市的远距离活动。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
3
-0

6

0
3
-2

0

0
4
-0

3

0
4
-1

7

0
5
-0

1

0
5
-1

5

0
5
-2

9

0
6
-1

2

0
6
-2

6

0
7
-1

0

0
7
-2

4

0
8
-0

7

0
8
-2

1

0
9
-0

4

0
9
-1

8

1
0
-0

2

1
0
-1

6

1
0
-3

0

1
1
-1

3

1
1
-2

7

1
2
-1

1

1
2
-2

5

0
1
-0

8

0
1
-2

2

全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 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例



 2021 年 01 月 24 日 

P.4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图表 2：各省对 2021年“就地过春节”的防疫规定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新闻整理，国盛证券研究所 

“就地过年”对经济的影响测算 

消费端：基于春节特点、北京新发地疫情、远近距离消费 

春节消费有何特点？ 

正常情况下，春节期间消费总量占比基本正常，食品饮料、服装、金银珠宝占比提升，

服务消费占比略降。总量方面，从社零角度看，2015-2019 年春节期间（1-2 月）社零

整体占比平均 16%左右，与按时间平均的比例（1/6）接近，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角度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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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发地疫情) 1 3 1 3 3 1 3

河北 1 2 3 1 3 1 3 1 2 3

黑龙江（哈尔滨） 1 2 1 2 1 2 1 2 3

吉林 1 2 3 1 2 1 1 3

湖北（武汉） 1 2 3 1 2 1 1 2

广东 1 2 3 1 2 1 1

新疆（乌鲁木齐） 1 2 3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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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1 2 1 2 1 1

福建 1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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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川） 1 2 1 1 1

山西 1 1 1 1

江苏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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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春节期间消费总量占比基本正常（2015-2019年平均）  图表 4：一季度各类居民消费支出分项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结构方面，从社零角度看，春节期间（1-2 月）食品饮料、服装、金银珠宝消费的占比

较全年分别平均提升 2.0、1.2、0.4 个百分点，汽车、家电、餐饮收入等消费占比下降。

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角度看，一季度食品、衣着消费占比提升，而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交通等服务消费占比下降。从数据上看，春节期间餐饮、服务消费占比略降，与

人们春节期间频繁聚餐、看电影等可能拉动服务消费的第一印象不符，可能原因在于春

节相比日常生活，主要变化是假期期间居家时间增加，整体上仍不利于需要线下进行的

服务消费。 

 

图表 5：各类社零分项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疫情冲击下，服务占比下降较多。2020 年 1-2 月期间，食品饮料、日用品、通讯器材占

比提升，汽车、服装等部分实物消费和以餐饮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占比下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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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疫情冲击下，以餐饮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占比下降较多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就地过年对春节消费有何影响？ 

 

可从近距消费和远距消费两种角度分析“就地过年”对经济的影响： 

 

近距消费方面，可参考北京新发地疫情，并结合春节消费特点进行分析。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新冠疫情始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北京新增一例本土病例;6月 16

日。北京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提高至二级，7 月 6 日后北京市本地确诊病例数未有增

长；7 月 20 日，北京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三级；期间北京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335 例。 

 

图表 7：新发地疫情期间北京新增病例和城市交通拥堵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新发地疫情与“就地过年”的相似点： 

1) 都要求非必要不出城。新发地疫情期间北京严格进出京管控，要求“中高风险街乡、

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禁止离京，其他人员坚持非必要不出京，确需离京的须持 7 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与当前情形较为类似。 

2) 都采取精准防疫。新发地疫情期间北京采取精准防疫措施，在封闭管理中高风险区

域的同时，低风险地区的公共场所、居民聚集活动的限制增加，但仍有一定活动自

由，也与当前春节期间多数地区可能面临的情形类似。 

3) 都面临新型疫情威胁。新发地疫情疫情爆发较为突然，疫情源头未知，直至 10 月才

有研究指出疫情可能源于冷链食品污染。而本次冬季疫情大概率是由传染力更强的

海外新型病毒引起，影响力和防控难度相对未知，新型疫情威胁对居民心理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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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影响可能较为接近。 

4) 事件月内影响天数接近。新发地疫情约影响 2020 年 6 月的 20 天左右，与春节假期

的实际影响时间长度较为接近（详见后文发电耗煤角度的分析）。 

 

新发地疫情与“就地过年”的不同点： 

1) 响应等级不同。新发地疫情期间北京升至二级响应，实施了暂停举办全部大型聚集

性活动、关闭非生活必需公共场所、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等严格措施遏制疫情传播，

北京市内交通拥堵指数下降了 20%-30%。而目前多数省份的倡议并无类似水平的

强制性措施，管控程度明显较为宽松。 

2) 疫苗进展不同。新发地疫情期间并无疫苗可用，而目前国内疫苗已经落地且效果良

好，截止 1 月中旬全国已接种 1500 万人次，春节时预计还会提升，有助于遏制疫

情传播。 

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后，北京和全国社零增速的修复斜率都有明显下滑。 

 北京：受到直接行政限制和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的影响，社零增速跌幅明显扩大。对

比6月以前的消费修复情况，新发地疫情对北京当月社零增速拖累在8-9个百分点，

其中对商品零售拖累 8 个点左右，对餐饮消费拖累 12 个点左右； 

 全国其他地区：直接行政限制较少，消费修复放缓主因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社零增

速跌幅相对较小。对比 6 月以前的消费修复情况，新发地疫情对全国当月社零增速

拖累在 3-4 个百分点，其中对商品零售拖累 3 个点，对餐饮消费拖累 8 个点左右。 

图表 8：新发地疫情对北京和全国社零的影响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9：新发地疫情对北京和全国商品零售的影响  图表 10：新发地疫情对北京和全国餐饮收入的影响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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