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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国内边际放松疫情管控，但春节期间国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也明

显回落。尽管如此，多个指标显示国内春节消费恢复不及预期，提振消费

任重道远。 

 今年春节前国内防疫力度边际放松，但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数明显下降。和

2021 年春节相比，今年倡议“就地过年”的力度明显减弱，要求各地根

据疫情风险情况，引导科学有序出行、防止“一刀切”。牛津大学公布的

中国新冠疫情政府响应严格指数，在 1 月 24 日从前一日的 79.17，下降

至 69.91。春节假期国内新增本土确诊 163 例，较节前一周的新增 237 例

明显下降。国内春节期间疫情好转，预计将为进一步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

部应急处置相结合提供实验基础，以更好平衡抗疫和经济成本。 

 出行恢复较 2019 年春节同期仍有较大差距。一是，旅客发送量，春运前

21 天（腊月十五到正月初六）合计发送旅客 5.12 亿人次，较 2019 年农

历同期下降了 65.8%。二是，百度迁徙指数，今年春运前 21 天百度迁徙

指数均值较 2021 年春运同期高 67.0%，比 2019 年低8.9%。百度迁徙指

数和旅客发送量明显分化，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是旅客发送量不包括私

家车出行，而疫情后选择私家车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是百度迁

徙指数基于手机定位，相比于直接加总各公共交通出行人数，受到的影响

因素更多。我们认为，今年春节假期实际出行情况要好于旅客发送量所显

示的，但可能远没有百度迁徙指数恢复得这么快。三是，国内旅游出游人

次和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2.0%、3.9%，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 73.9%和 56.3%，恢复率处于 2020 年中秋国庆节至今主要节日的低位。 

 消费恢复依然乏力。一是，央行支付数据，今年春节假期全国非现金支付

业务笔数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10.0%和 16.2%，均低于 2021 年国庆长假

的增速。二是，电影票房，正月初一至初六，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含服务

费）60.2 亿元，同比下降 23.1%，观影人数同比下降 29.0%。三是，餐饮

收入，央行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餐饮类商户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9.6%，

低于 2021 年国庆假期的同比 31.1%。 

 商品房销售同比回暖，但持续性有待观察。今年春节假期前六天，30 个

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积农历同比增长 65.1%，较 2019 年春节同期

下降了 22.8%。不过，考虑到春节期间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积，只有平日成

交面积的 5%左右，因此今年春节商品房销售回暖，为判断后续商品房销

售走势所提供的参考价值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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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节期间，国内放松了对跨地区人口流动的限制，更加注重精准抗疫，牛津大学公布的中国新冠疫情政府响应严格

指数也显示，春节前中国的防疫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在防疫放松的同时，春节期间国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下降，为进一步

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提供实验基础。 

尽管如此，春节期间国内消费恢复不及预期。截至正月初六，国内春运旅客发送量同比虽增长 43.5%，但仍较 2019年春节

同期下降近 2/3。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73.9%、56.3%，和 2021年春节同期

相比均负增长。央行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支付业务笔数和金额的同比，低于 2021年国庆长假的增速。正月初一到初六，

国内电影票房收入同比下降 23.1%，而观影人数同比下降了 29.0%。央行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餐饮类商户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9.6%，低于 2021 年国庆的增速 31.1%。商品房销售有所回暖，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但由于春节期间日均成交规模只有平

日的 5%左右，它为判断后续商品房销售走势所提供的参考价值有限。总的来说，防疫放松和疫情好转，并未促进春节消费

明显恢复，提振消费进而发挥其稳定经济“压舱石”的作用，仍任重道远。 

 

一、 国内疫情好转 

今年春节假期在人员流动增加的同时，国内疫情整体呈好转之势。春节假期（腊月廿九-正月初六），国内新增本土确诊 163

例，较前一周的新增 237例明显下降。分省市自治区看，新增确诊主要集中在广西、天津、浙江和广东。截至正月初四（2

月 4 日），国内每百人疫苗接种量为 207.9 剂。 

和 2021年相比，今年春节放松了对跨地区人口流动的限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根据疫情风险情况引导科学有序

出行、防止“一刀切”。牛津大学公布的新冠疫情政府响应严格指数也显示，中国的这一指标在 1月 24日从前一日的 79.17，

下降至 69.91，表明中国的防疫政策有所松动。我们认为，春节期间管控放松的同时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为国内进一

步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提供实验基础，预计国内抗疫的重点，将继续从事前防范（“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方针不会变），适度向事后管控转移，以更好平衡抗疫和经济成本。 

图表1 春节期间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下降   图表2 春节假期各省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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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2月 4日国内每百人新冠疫苗接种量达 207.9剂   图表4 1 月末中国边际放松了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力度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春节出行和消费复苏乏力 

（一）春节出行 

1.旅客发送量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统计，今年春节假期全国预计共发送旅客 1.31亿人次，日均 1876万人次，农历同比增长 33.4%，

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69.0%。今年正月初六是春运第 21 天，春运前 21 天（农历腊月十五—正月初六）全国共计发送旅客

5.12 亿人次，日均 2436 万人次，农历同比增长 43.5%，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65.8%。分出行方式看，今年春运前 21 天铁

路、公路、水运和民航四种交通工具的日均旅客发送量，较 2019 年同期均大幅下降。 

图表5 今年春运前 21天旅客发送量虽同比增长超四
成，但较 2019年同期仍下降近 2/3 

  图表6 各交通工具的日均旅客发送量较 2019年同期均
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交通运输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交通运输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2.百度迁徙指数 

百度迁徙指数，利用百度地图定位可视化展现人口的迁徙情况。今年春运前 21日，全国百度迁徙指数均值为 446.4，较 2021

年春运同期的高 67.0%，比 2019 年、2020 年春运同期的分别低 8.9%和高 6.0%。 

百度迁徙指数显示的出行恢复情况，明显要好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的旅客发送量所体现的。产生这种分化的原因可能

有二：一是，旅客发送量统计的主要是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人次，而百度迁徙指数的基础数据来源包括了通过私家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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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出行。疫情后选择私家车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从而导致两个指标出现较大差异；二是，百度迁徙指数通过手机定位

来反映人群迁徙，而旅客发送量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这四种公共交通出行人数直接加总，前者易受百度相关 APP 用

户规模、跨地区后使用相关 APP 的用户比例等因素的扰动。我们认为，春节假期实际的出行情况要好于旅客发送量所显示

的，但可能远没有百度迁徙指数恢复得这么快。 

图表7 百度迁徙指数显示，今年春运前 21天出行情况明显好于 2021年，略低于2019 年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国内旅游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统计，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2.51亿人次，同比减少 2.0%，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年

春节假期的 73.9%；国内旅游收入 2891.98 亿元，同比减少 3.9%，恢复至 2019 年春节假日同期的 56.3%。对比 2020 年

中秋国庆节至今主要节日的国内旅游人次和收入的恢复率（均和 2019 年同期相比），今年春节的两个恢复率都处于较低水

平。 

图表8 和 2019 年同期相比，今年春节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收入的恢复率在主要节日里都处于低位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央行支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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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综合主要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的数据测算，2022 年春节假期全国非现金支付业务量为

208.4 亿笔、金额 14.9万亿元，较 2021年同期分别增长 10.0%和 16.2%，两者都低于 2021年国庆假期的同比增速 22.6%、

24.1%。 

 

（四）电影票房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统计，2022年正月初一至初六，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含服务费）60.16亿元，同比下降 23.1%。和 2019

年同期相比，全国电影票房收入恢复率为 102.6%，略高于 2021年国庆的 98.3%和 2022年元旦的 101.8%（两者均为和 2019

年同期相比的恢复率）。 

相比于电影票房收入，2022 年正月初一至初六，观影人数降幅更大。这段时间日均观影人数为 1894.4 万人，较 2019 年、

2021 年的春节假期同期，分别下降 13.3%和 29.0%。2022年正月初一至初六，电影票（含服务费）均价为 52.9元，较 2019

年、2021年春节同期的电影票均价，分别上涨了 18.4%和 8.3%。可见，电影票涨价一定程度上缓释了票房总收入的下降。 

正月初一至初六，《长津湖之水门桥》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票房收入合计为 39.2亿元，占同期电影票房总收入的 65.2%。

和 2021 年国庆期间票房收入前二的影片合计收入占比 95.1%相比，票房高度集中的局面有所缓解。 

图表9 今年正月票房收入（含服务费）同比下降   图表10 对比前几年，今年电影票明显涨价 

 

  

 

资料来源:猫眼专业版,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猫眼专业版，平安证券研究所 

 

（五）餐饮 

今年春节餐饮业收入增速延续走低。央行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餐饮类商户非现金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9.6%，低于 2021年国

庆假期的同比增速 31.1%。部分省份公布了春节期间重点监测餐饮企业的营收同比，比如河北为 23.3%、江苏为 10.0%、

河南为 6.6%，分化较大。 

 

三、 商品房销售回暖 

今年春节假期前六天，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积 2.04万平方米。农历同比增长 65.1%，和 2019年春节同期相比下

降了 22.8%。其中，一线城市春节假期前六天平均成交 1.31 万平方米，较 2019 年的 0.04 万平方米、2021 年同期的 0.13

万平方米均大幅回升。不过，考虑到春节期间商品房日均的成交面积，只有平日成交面积的 5%左右，因此春节商品房销售

回暖，为判断后续商品房销售走势所提供的参考价值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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