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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2022年春节，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就地过年”的情景或将一定程度重现，其对

消费有怎样的影响？对生产和基建构成利好还是冲击？本文对去年的情况进行复

盘，以预判今年一季度宏观数据的变化。 

⚫ 春运客流依然有望两位数增长：根据 2021年 12月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

人的预测，2022年春运量将比去年同期增长 1倍以上；而 2022年 1月 15日新闻发

布会，相关预测出现调整，预计 2022年春运全国发送旅客较 2021年同比增长

35.6%。1月 17日春运正式开始，当天民航客运共计执飞航班量 9373架次，同比

2021年春运首日增加 33.92%；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监测的 70条高速公路 500个重要

通道节点流量显示，春运首日流量比 2021年春运同期上升 22%。我们认为，虽然

春节防疫形势较去年更加严峻，两位数增长仍有望得到保证。 

⚫ 对限额以上餐饮和礼品消费构成不利影响：（1）由于人口流动的减少，“就地过

年”相对更利好流入地。考察各个省份 2021年 1-2月与 2019年 1-2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可知上海增长 1个百分点以上，重庆、福建、北京的增长

在 0.5个百分点以上，以上地区都是人口流入地；（2）疫情冲击限额以下餐饮，但

就地过年可能对限额以上的负面冲击更大。2021年 1-2月餐饮占总社零的比重约

10.16%，较往年（2015-2019）平均水平下降 0.61个百分点，而限额以上餐饮占比

仅下降 0.47个百分点（包含下行趋势，2015-2019年均下行约 0.17个百分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占比的变化蕴含了疫情与就地过年的双重因素，我们以 2021年

3-12月总餐饮收入以及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占总社零的比重与各自 2015-2019年同期

平均比重的差作为“疫情调整项”，会发现对限额以上占比的影响程度高于总餐饮

0.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疫情对限额以下餐饮冲击更大，但就地过年对限额以上

餐饮冲击更大；（3）预计会抑制走亲访友送礼需求，涉及烟酒、化妆品、金银珠

宝。2021年 1-2月限额以上商品中烟酒、化妆品、金银珠宝占各自全年零售总额的

比重均有下降，分别为 1.4、1.8、0.8个百分点，这一影响今年或将重现；（4）网

上零售表现超季节性，利好物流。2021年 1-2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全年零售额

的比重创历史新高，达 13.3%，高于 2015-2019年同期占比均值 12.4%，比次高值

（2018年）12.9%还高 0.4个百分点。近期发改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

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 10个方面的工作举措，其中包含打造线上节庆消费

提质升级版，网上零售 2022年有望继续扮演拉动春节零售的重要角色。 

⚫ “就地过年”减少了春节期间往返的成本以及无法及时返工的可能性，有利于生

产，但今年的效应大概率弱于去年。对于 2022年来说，假设单日工业增加值同比为

4.5%（略高于 2021年 12月 4.3%，主要是考虑到一季度各地对“开门红”的诉

求，以及冬奥限产后企业或将提高单日产量），1-2月生产损失 9天（考虑到冬奥限

产，高于 2015-2019平均水平 0.2天），3月份损失 0.5天，那么一季度工业增加值

同比为大约为 3%。 

⚫ 就地过年对建筑业的影响或弱于今年重大项目开工早的特征：“就地过年”对建筑

业的提振逻辑与工业生产类似，但考虑到春节前后气温偏低，即便劳动力相对充

裕，室外施工难度较大，影响也相对有限， 2021年一季度建筑业 GDP占全年建筑

业 GDP的比重是偏低的。对于 2022年来说，我们认为各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提前是提振一季度建筑业 GDP的关键，目前提前开工的省份集中在南方（秦岭淮河

以南），“就地过年”叠加提前开工，以利于助推部分地区一季度“开门红”。 

风险提示 

⚫ 国内疫情在春节前后超预期恶化导致返工困难，拖累生产和投资； 

⚫ 北京空气质量恶化，冬奥会对工业生产的影响超预期； 

⚫ 单日工业增加值推算假设的变动会影响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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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节，为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同去年一样，各地纷纷开始倡导就地过年。1 月 15 日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节日期间交通运输应急保障、

春运客流研判等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预计 2022年春运全国发送旅客 11.8亿人次，日均 2950万

人次，较 2021 年同比增长 35.6%，较 2020 年同比下降 20.3%，较 2019 年（疫前）同比下降

60.4%。由此可见，“就地过年”将再次成为春节的重要特征，且已经纳入政策考量。“就地过

年”对消费有怎样的影响？对生产和基建构成利好还是冲击？本文对去年的情况进行复盘，以预

判今年一季度宏观数据的变化。 

今年春节防疫形势较去年更加严峻 

早在 2021年 12月 30日召开的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相关部门就已明确指出，2022年春运

要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的

是，随着春节临近，多地出现疫情散发病例，防疫压力不减反增，各地陆续激活防控应急机制，

倡导原地过年，减少走亲访友和聚会聚餐，提法与补贴政策与2021年同期类似，如上海今年和去

年都为采用 700 元生活困难补助+留沪大礼包的形式鼓励“就地过年”，并且也都提到了“除返

乡探亲、必要公务等以外，非必要不离沪”、“尽量减少人员流动”等字眼。 

春运客流依然有望两位数增长 

根据 2021年 12月 24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预测 2022

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较 2021年将有大幅度增长，甚至超过 2020年，预计整个 2022年春运量将

比去年同期增长 1倍以上。而 1月 15日新闻发布会，相关预测出现调整，预计 2022年春运全国

发送旅客较 2021 年同比增长 35.6%。1 月 17 日春运正式开始，当天民航客运共计执飞航班量

9373架次，同比 2021年春运首日增加 33.92%；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监测的 70条高速公路 500个

重要通道节点流量显示，春运首日流量比 2021年春运同期上升 22%。 

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春运，交通部对客流的估计高于最终实际水平。2021 年交通部曾逐步把

估计值从 17亿人次下修到 11.52亿人次，但仍高出实际值约 2.8亿人次。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

然认为，虽然春节防疫形势较去年更加严峻，两位数增长仍有望得到保证。 

图 1：春运人数及其预测数（亿人次）  图 2：2022年节前疫情更为严峻 （例）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横轴代表当年的第几天，茶色底为

2021年的春节，浅橘色底为 2022年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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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限额以上餐饮和礼品消费构成不利影响 

 “就地过年”对 1-2月整体消费的影响相对有限。2021年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年零售

额的比重约为 15.8%，仅略低于往年（2015-2019）的平均水平 16%，与 2017 年基本持平。从

结构上看： 

⚫ 由于人口流动的减少，“就地过年”相对更利好流入地。考察各个省份 2021 年 1-2 月与

2019年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可知上海增长 1个百分点以上，重庆、福建、

北京的增长在 0.5个百分点以上，而近十年人口净流入数据显示，以上地区都是人口流入地。 

图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比重（2021年1-2月相比2019

年 1-2月） 

 图 4：各省份净流入人口（以 2010年为 100%）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部分省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东方证券研究所 

⚫ 疫情冲击限额以下餐饮，但就地过年可能对限额以上的负面冲击更大。2021 年 1-2 月餐饮

占总社零的比重约 10.16%，较往年（2015-2019）平均水平下降 0.61 个百分点，而限额以上餐

饮占比仅下降 0.47 个百分点（其中包含下行趋势，2015-2019 年均下行约 0.17 个百分点）。但

需要注意的是，占比的变化蕴含了疫情与就地过年的双重因素，如果我们以 2021 年 3-12月总餐

饮收入以及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占总社零的比重与各自 2015-2019 年同期平均比重的差作为“疫情

调整项”（总餐饮和限额以上餐饮分别为-0.42、-0.23 个百分点），会发现对限额以上占比的影

响程度高于总餐饮 0.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疫情对限额以下餐饮冲击更大，但就地过年对限额

以上餐饮冲击更大。 

⚫ 预计会抑制走亲访友送礼需求，涉及烟酒、化妆品、金银珠宝。除了就地过年，各地还倡导

减少走亲访友和聚会聚餐，进一步削弱送礼需求，1-2 月限额以上商品中烟酒、化妆品、金银珠

宝占各自全年零售总额的比重均有下降，分别为 1.4、1.8、0.8 个百分点，这一影响今年或将重

现。 

⚫ 网上零售表现超季节性，利好物流。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全国网上年货节”期间（1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达 9057.6 亿元；在线餐饮销售额比 2020 年春节同期增长

48.5%；电影在线销售额超 90亿元，比 2020年和 2019年春节同期分别增长 412.7%和 20.9%；

年夜饭系列商品销售额比 2020年春节同期增长 78.8%。相应地，2021年 1-2月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占全年零售额的比重创历史新高，达 13.3%，高于 2015-2019年同期占比均值 12.4%，比次

高值（2018年）12.9%还高 0.4个百分点。相应地，2021年 2月份顺丰、韵达、申通、圆通当月

快递业务量同比也有明显抬升。近期发改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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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提出 10个方面的工作举措，其中包含打造线上节庆消费提质升级版，网上零售 2022年有

望继续扮演拉动春节零售的重要角色。 

 

图 5：各月份当月社零占全年总社零的比重（%）  图 6：1-2月餐饮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平均为算术平均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根据“疫情影响项”调整 

 

图7：1-2月限额以上商品零售与各自当年总零售的比值（%）  图 8：网上零售以及快递业务量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占比计算为（A 商品 1-2 月累计零售

额）/（A商品 1-12月累计零售额）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网上零售额 2021 年为两年复合增

速，四家快递公司为顺丰、韵达、申通、圆通  

“就地过年”降低春节导致的生产缺口 

“就地过年”减少了春节期间往返的成本以及无法及时返工的可能性，有利于生产，但今年的效

应大概率弱于去年。结合 2019 年的工业生产水平（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折算为单日），以及

2019、2020年末的增速进行推算，2021年 1-2月春节假期带来的生产缺口约为 8.1天，为 2012

年以来最低水平，低于 2015-2019 年平均 0.7 天。对于 2022 年来说，假设单日工业增加值同比

为 4.5%（略高于 2021年 12月 4.3%，主要是考虑到一季度各地对“开门红”的诉求，以及冬奥

限产后企业或将提高单日产量），1-2 月生产损失 9 天（考虑到冬奥限产，高于 2015-2019 平均

水平 0.2天），3月份损失 0.5天，那么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为大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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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历年 1-2月累计生产缺口天数（天）  图 10：“就地过年”影响下春节导致的生产损失天数较低

（天）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1：2022年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预测情景分析 

  1-2月假设损失天数（3月固定 0.5天） 

  8 9 10 

假设单日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速 

4% 3.7% 2.5% 1.2% 

4.50% 4.2% 3.0% 1.7% 

5% 4.7% 3.4% 2.2%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X月预测的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去年 3月的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1+假设

单日增速%）*[（X月份的天数-当月损失天数）/3月份天数 31天]」），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今年预测的 1-3月定

基指数加总）/（去年 1-3月定基指数加总） 

就地过年对建筑业的影响或弱于今年重大项目开工早
的特征 

 “就地过年”对建筑业的提振逻辑与工业生产类似，但考虑到春节前后气温偏低，即便劳动力相

对充裕，室外施工难度较大，实际影响可能也相对有限， 2021年一季度建筑业 GDP占全年建筑

业 GDP的比重是偏低的。对于 2022年来说，我们认为各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提前是提振一

季度建筑业GDP的关键，目前提前开工的省份集中在南方（秦岭淮河以南），“就地过年”叠加

提前开工，或有利于助推部分地区一季度“开门红”。 

图 11：各个季度建筑业 GDP占全年建筑业 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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