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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2020-2021 年，我国在新冠疫情经历了初期调查、全国扩散和严格防疫、国

内疫情受控和海外爆发、国内散点疫情多地爆发四个重要阶段。 

 疫情冲击人口出生率，内含内外双重传导机制。从国内来看，2020 年受疫情

影响，出生人口数及出生率均有较大幅度下调，且人们结婚意愿也不乐观，

适龄已婚妇女数量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后续新生儿数量的减少。从海外来看，

疫情全球爆发后，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生人口出现显著下滑，但随着世界各国

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疫情蔓延，死亡病例出现下降，居民生育意愿有所回升，

然而目前尚不能评估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对居民生育意愿长期影响。

疫情对人口出生的影响主要通过心理影响、经济状况等内部外因素共同传

导。疫情爆发对人们的生育安排及生育意愿产生了较大影响，增加人们对住

院分娩的担忧，居民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同时，疫情也对经济造成了较为

严重的冲击，失业率上升，养育子女的预期负担加重，人们生活中面临的不

确定性加大，迫使部分家庭推迟结婚乃至生育计划。 

 疫情后周期人口流动逐步恢复，结构性变化较大。疫情爆发正值春运时期，

全面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人口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阻

碍，预计 2022 年春运人口流动较 2021 年将有所提升，但由于散点疫情仍在

继续，人口流动与疫情前差距依然较大。疫情散发当地人口迁出规模降幅较

大，受到控制之后出现较大程度反弹，预计 2022年上半年散点疫情仍会多地

爆发，但疫情管控将更为精准和及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时长或缩短。人口

流向上，疫情影响下人们短途出行渐多，2022 年人口流动或仍集中于周边地

区，若一季度后，疫情有效控制，影响逐渐减弱，长途出行意愿或出现报复

性反弹。另外，疫情对节假日出行也造成严重打击，但随着就地过年影响减

弱，预计 2022 年国内春节旅游人次较去年或有所增多，交通方式上铁路出

行将有所增长，民航出行或有所回升，公路和水路出行预计仍处于低位。 

 疫后就业复苏仍压力重重，结构性分化明显。总体来看，2020 年就业人数经

历了快速减少、小幅反弹和加速恢复三个阶段，2021 年就业状况持续恢复，

但与疫情前相比仍有待复苏。预计 2022 年疫情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将继续减

弱，但在三重压力之下，我国就业仍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减负稳岗扩就

业等措施或对就业稳定形成一定支撑。同时，不同维度之下就业复苏分化明

显，第二产业的恢复速度明显更快，第三产业的就业虽增长但增速明显放

缓；25-59 岁人口就业指标恢复至疫情前，16-24 岁青年人群就业形势依然严

峻；疫情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更加严重，目前小型企业用工意愿仍不强。

收入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有所回升但较疫情前仍有差距，经营性净

收入受疫情打击最重，预计稳就业政策及更大力度组合式减税降费支持下，

居民收入有望持续恢复。 

 风险提示：国内外疫情进展超预期，政策释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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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及后续散点疫情的持续，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人口视角出发，侧重于分析疫情对居民生活以及行为方面产生的变

化：生育方面，在心理影响、经济状况等内部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疫情对人们的生育意愿

产生了较大影响，部分家庭推迟结婚乃至生育计划；流动方面，疫情控制下人口流动有所

恢复，但散发疫情对流动意愿仍有压制，且人口流向更趋周边化，疫后旅游仍待复苏且交

通方式或有所变化；就业方面，整体情况持续改善但疫情负面影响的余波仍然存在，产业、

行业、人群和企业类型等不同维度下就业复苏分化明显，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后续稳就业政

策下有望继续改善，经营性收入增长或有所提速。 

1 新冠疫情在国内的演变 

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以及疫情防控的几个重要阶段回顾： 

初期调查阶段：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自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以来，国

家各个层面开始对新出现的病毒展开一系列调查，在这一段时期内，专家组确认病原为新

型冠状病毒，开始定期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在此阶段国内也出现了首例死亡病例。  

全国扩散和严格防疫阶段：2020 年 1 月至 2 月，钟南山等专家组开始发声称新冠肺炎

具有“人传人”的特征。1 月 23 日，正逢春节前两日武汉开始封城，但全国新增确诊病例

不断上升，2 月 12 日新增确诊人数达到 1.4 万人，为疫情期间日增最高值。同时，国务院

提出延长春节假期，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比如隔离病人、追踪和隔离接触

者、旅行限制、取消群众集会等，以减少病毒传播。 

国内疫情受控和海外爆发阶段：2020 年 3 月至 4 月，随着防疫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

疫情势头有效遏制，4 月份武汉解封且武汉市所有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清零。但海外疫情在这

一阶段开始爆发，多国陆续采取封城、封国措施。 

国内散点疫情多地爆发阶段：2020 年 6 月以来，国内疫情出现了数轮散点爆发，严格

的防控措施下，很快便得到了有效遏制。在此阶段新冠病毒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异：一次

是 2020 年 10 月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变异毒株，2021 年 7 月在国内南京爆发；另一次则是

2021 年 11 月在南非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2022 年 1 月在河南、天津、北京、西安已

有该变异毒株的本土感染病例。 

图 1：2020.1.20-4.30 中国及全球新增确诊新冠病例数  图 2：2020.5.1-2022.1.12 中国及全球新增确诊新冠病例数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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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冲击人口出生率，内含内外双重传导机制 

2.1 国内生育意愿短期受挫，结婚率恢复仍不理想 

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速自 2002 年以来持续放缓，生育率逐步下降，“少子化”趋势愈发

明显。统计局数据显示，在疫情爆发之前，2014-2019 年新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五年复合增

速分别为-2.8%、-5.5%，呈逐渐下降趋势。疫情爆发之后，出生人口数及出生率均有较大

幅度下调。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育龄妇女的生

育意愿子女数为 1.8，已处于较低水平，且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新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

较 2019 年下降 18.1%，出生率由 10.4‰下降至 8.52‰。从省份情况来看，疫情最为严重

的湖北地区 2020 年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仅为 48.2 万人，同比降幅高达 28.1%，超出其他省

份。虽然明显下降的趋势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抽样方式不同造成的统计口径误差，但疫情仍

对人们的生育安排及生育意愿产生了较大影响。新冠疫情加大了人们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

性，增加了人们对住院分娩的担忧，居民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 

卫健委互联互通出生人口监测数据显示，疫情对于 2020 年四季度出生人口的明显下降

有着重要作用。2020 年 11 月出生人口的相对变动（基年为 2015 年）较此前降幅迅速扩大，

且 12 月份仍保持在低位水平，意味着年初的疫情对人们的生育计划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从孩次结构上看，一孩的出生逐年梯次下降，二孩政策的放开对于 2016 年底二孩的出生数

量有一定提振，但此后的影响递减。在疫情影响下，一孩、二孩在 11、12 月的出生数量均

出现显著下滑，尤其是对于二孩生育有着普遍抑制作用，二孩出生数量在 2020 年的各月开

始出现普遍负增长，且年末降幅显著扩大。从年龄结构上看，30 岁以下的年轻妇女生育数

量同比降幅相对其他年龄组更为明显。但以上数据仅反映了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期对生育

的影响。从结婚及离婚登记数据来看，2020 年结婚、离婚登记普遍受到疫情影响，一季度

为控制疫情蔓延我国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大部分居民处于居家隔离状态，结婚登记数

量同比大幅下滑 40%以上，但二季度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结婚登记出现反弹。2021 年

一季度由于低基数效应，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大幅回升 36.9%，但从前三季度总体情况来看，

2021 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累计 588.6 万对，与 2020 年的 589.4 万对相比仍下降 0.1%，与

2019 年登记结婚 713.1 万对相比大幅下滑 17.5%，结婚率的恢复目前看仍不理想；离婚登

记在 2020 年一季度同样因防疫措施大幅下滑 41.6%，二季度开始有所上升，三、四季度离

婚人数较疫情前水平仍有增加，但由于 2021 年 1 月离婚冷静期开始正式实施，一季度离婚

登记出现同比大幅下降，随后二、三季度离婚率依然维持在相对低位。综上来看，疫情初

期不仅对国内居民生育意愿有较大打击，同时结婚意愿的恢复也不乐观，适龄已婚妇女数

量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后续新生儿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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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0 年各月全国月出生人口比 2015 年同期下降幅度  图 4：2018 年-2021 年我国结婚、离婚登记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2 海外受疫情影响推迟生育计划，变异毒株影响有待验证 

从海外来看，各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经济活

动大幅减少、通胀持续上行等问题，部分国家新增确诊人数不断飙升，居民生活持续处于

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数据显示，美国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2020 年末新出生人口呈现显著下滑趋势，其中，12 月出生人口下跌了 9%以上。但自

2021 年以来每月新出生人口数量逐步恢复，2021 年 6 月恢复至 2019 年水平，生育状况有

所好转；从日本的数据上看，2020 年 5 月新出生人口数量显著下滑，此后一直处于缓慢下

降的趋势中，2021 年 1 月新出生人口为近年来最低位。虽然日本新出生人口自 2021 年 2

月开始加快回升，但较疫情前甚至 2020 年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疫情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

“少子化”的问题；2020 年 11 月，意大利出生人口也出现显著下降，但 2021 年初开始反

弹，3 月份新出生人口超过 2020 年同期水平，但此后出现反弹后的回落，生育水平仍持续

走低。总体来看，2020 年 3 月至 4 月，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但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

始爆发，全球居民的生育意愿短期内受到较大影响，经过 9 个月左右的妊娠期后，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世界大部分国家出生人口出现显著下滑。2020 年 5 月至 9 月，世界各

国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疫情蔓延，死亡病例出现下降，居民生育意愿在此时有所回升，因此

2021 年 2 月到 6 月部分国家出生人口数量呈逐步恢复态势。随着 2020 年 10 月新冠病毒在

印度出现变异，德尔塔毒株给世界重新带来威胁，死亡人数骤增。但目前仍未获得 2021 年

7 月之后美国等国的出生数据，尚不能评估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死亡病例的激增对居民生育

意愿的影响。近期出现的奥密克戎影响也有待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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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美国 2019-2021 年各月出生人口情况  图 6：2020 年以来美国新增确诊新冠肺炎人数和死亡病例 

 

 

 
数据来源：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7：日本 2019-2021 年各月出生人口情况  图 8：2020 年以来日本新增确诊新冠肺炎人数和死亡病例 

 

 

 
数据来源：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9：意大利 2019-2021 年各月出生人口情况  图 10：2020 年以来意大利新增确诊新冠肺炎人数和死亡病例 

 

 

 
数据来源：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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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疫情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传导机制：心理与经济的共同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疫情对人口出生有着显著影响，其传导机制主要通过心理影响、

经济状况等内部外因素共同作用。疫情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慌，孕妇在面对新冠病毒

的威胁时十分脆弱，妊娠期的免疫力水平往往更低，呼吸系统更容易遭到感染，且怀孕期

间感染 COVID-19 的人更有可能经历早产和死产，因此有备孕计划的人群在恐慌下会推迟

甚至取消怀孕。CDC 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6 月 7 日期间美国不同年龄段的孕妇

因 COVID-19 住院的比例普遍来说比非孕妇更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

指出备孕女性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但暂不建议妊娠期妇女接种疫苗。随着疫苗接种率

的不断提高，妇女的生育计划可能会重回正轨，但目前疫苗对于妊娠的安全性还有待充分

验证，可能会给部分人群造成一些担忧。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尤其是给贡献了 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的中小企

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少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倒闭，失业率上升，居民生活安定性

下降，养育子女的预期负担加重，迫使部分家庭推迟结婚乃至生育计划。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疫情爆发的 2 月份猛增至 6.2%，创下自 2018 年公布该数据以来的

新高，同时新增城镇就业人数累计值在 2 月同比大幅下降 37.9%。目前来看，在有效的防

疫措施下，2021 年国内的经济活动正不断恢复，失业率也逐步下降至疫情前水平，新增就

业情况虽较 2020 年有大幅改善，但相较疫情前仍有增长空间，2021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同比增长 7%，但两年平均增速为-3.1%， 与 2019 年-0.7%的同比增速相比，2021 年新增

就业人数下滑趋势仍较明显。 

图 11：孕妇新冠肺炎感染率更高  图 12：2021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恢复情况仍不及疫情前 

 

 

 
数据来源：CDC，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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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后时代人口流动逐步恢复，流向与出行方式变化较大 

我国疫情防控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疫情爆发初期（2020 年 2 月至 3 月），正值

春运时期，我国为有效控制疫情的发展采取了居家隔离、封城等全面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

施，短时间内使得本土疫情基本得到良好的控制，多地新增感染病例连续清零；二是疫情

散发阶段（2020 年 6 月至今），随着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出现，我国各地散点

疫情不断，各地区以县为单位划分高、中、低风险地区，实施差异化的疫情防控，因地制

宜地出台防疫政策，在控制疫情传播风险的同时加快复工复产的步伐，促使经济重回正轨。

然而，各地采取不同程度的隔离以及停工停产等措施的同时，对市场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

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尤其是人口要素的流动受到最为直接的冲击，从而严重影响了

市场流动性。 

3.1 疫情从集中爆发到散点多发，人口流动恢复仍需时日 

百度地图迁徙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 23 日（腊月廿九）武汉开始封城，随后浙江、

湖南、广东、北京、上海、天津、安徽、重庆、四川等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取消大型活动、停止旅行社团队游、公共场所限流、交通枢纽重点防控等一系

列的应急措施加紧出台，大部分居民取消了春节行程，人口迁徙规模自 1 月 23 日-25 日

（腊月廿九至正月初一）加速下行。之后国务院出台春节假期延长通知，学校推迟开学时

间，众多企业安排员工远程办公，人口迁徙规模在 1 月 25 日至 2 月 16 日（正月初一至正

月廿三）期间一直呈现下降态势，降至极低的水平。2 月 17 日（正月廿四）迁移规模开始

有所回升，直至 4 月初（三月初九），人口流动逐步趋向常态化。  

但从 2021 年的情况来看，受“就地过年”影响，春节前人口流动的意愿较疫情前仍然

较弱，低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同期水平。在除夕初一之后，与 2019 年一致的是人口出行

有所反弹，春节出游活动有所恢复，但总体上与 2019 年水平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正月

十五之后，人们节后开始复工复产，迁出规模与疫情前水平趋于一致。总体来看，在防疫

政策的约束下，2020 年 2 月至 3 月总体呈现人口省级流动停滞的状态，疫情控制得当后，

人流逐步开始恢复；2021 年人们春节期间出行意愿有所提升，但由于疫情的影响仍然存在，

并未恢复至 2019 年的程度。 

交通运输部预计 2022 年春运期间全国将发送 11.8 亿人次旅客，较 2021 年同比增长

35.6%，较 2020 年同比下降 20.3%，较 2019 年同比下降 60.4%。从春节流动意愿来看，

近期新浪微博的调查显示，2022 年超过 72%的人认为“如果条件允许，打算回家过年”，

而 2021 年的同期调查中仅 50%选择了“会，回家的票已经买好了”，2022 年异乡务工者回

家过年的意愿更强。政策方面，国家发改委提出 2022 年春运要在落实防控政策的同时，最

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2022 年春运疫

情防控将更为“科学精准”，减少对人们回家过年正常需求的影响，但部分地区在执行层面

依然有“一刀切”和防控过严的情况存在。我们预计 2022 年春运人口流动较 2021 年将有

所提升，但由于局部地区散点疫情的爆发仍在继续，节日期间的流动仍将受到较大影响，

与疫情之前的差距依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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