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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自上一篇报告《常态化核酸检测的经济账》发表以来，全国又有更多城

市启动了常态化核酸检测工作。由于这篇报告仅是对常态化核酸检测的
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初步的估算，因此许多投资者希望我们就常态化核酸
检测的经济影响做更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我们此前估算的在全国所有二
线以上成本推广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 1.45 万亿/年的上限是不是高了？ 

◼ 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完善了此前估算上的方法论，试图去解答投资者反
馈给我们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即 1）常态化核酸检测对防奥密克戎疫情
是否有效？2）常态化核酸检测还有多大的降成本空间？3）常态化核酸
检测在全国推广能带动多少就业？ 

◼ Q1：常态化核酸检测对抗击疫情是否有效？ 

◼ 常态化核酸检测通过预防式的大范围筛选，能够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
抑制扩散。2022年 4月以来，我国已有超过 15个城市宣布常态化核酸
检测，常被使用的频次为每周、每 3天或每 48小时检测（表 1）。如图
1所示，长春、苏州、杭州等多数城市在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后的一周，
新冠感染者数量呈下降态势，从侧面验证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有效性。
而杭州更是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发现了无症状感染者，使得疾控部门得
以尽早采取措施，抑制疫情扩散，降低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 Q2：常态化核酸检测还有多大的降成本空间？ 

◼ 压降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降低核酸检测的频率要求，二是降低
人均核酸检测成本。 

◼ 降低核酸检测频率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如表格 2所示，我们对所有一二
线城市进行常态化检测的情景进行划分，当核酸检测频率由 48小时/次
降低至 72小时/次，常态化检测的成本将由 1212亿元/月下降 808亿元/

月，年化费用下降 4848亿元。 

◼ 人均核酸检测成本的压降主要通过压降耗材采购价格和提高混采比例。
2022 年 4 月 1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要求各省调降核酸检测检测价
格以来，最低价格出现在北京和河北：单人单管不高于 19.7 元/人份，
多人混检不高于 3.4 元/人份（主要是 5合 1、10合 1混采）（表 3）。检
测价格包含耗材和人工成本两部分，人工成本具有向下刚性，耗材是主
要压降对象。如表 4所示，耗材方面检测试剂是大头，根据证券时报的
数据，主流试剂盒厂商的生产成本大致为 3-5 元/份，从 4月 29日广州
等 18 省联盟核酸检测集采的中标结果看，最低报价 3.2 元/份已经接近
成本的下限，后续压降的空间有限。 

◼ 如果我们能将上述两个途径结合起来，则可以达到有效降成本的效果。
将一二线城市（总人口 5.05 亿）精细化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和
低风险地区，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核酸设置：高风险区实施最严格的
规定——24 小时/次，单人单管；中风险区：48 小时/次，单人单管+混
检；低风险：5天/次，混检。我们使用最低的检测价格标准：单人单管
19.7元/人份，混检 3.4元/人份，假设高中低风险区占比为 5%，40%和
55%，则核酸检测的加权人均成本为 7.5 元/份，由此测算核酸总成本可
降至 555.85 亿元/月，约 6670 亿元/年，占 2021 年 GDP 比例为 0.58%

（表 5）。 

◼ 除此之外，建设常态化核酸采样点也会带来额外成本。通过每个采样点
覆盖的人次来推算所需要的采样点总数。参考上观对于无锡的报告，无
锡 平均每 3000 人设一 个采样 点 ，全国一、 二线共计 需要
505000000/3000=16.8 万个采样点。均价方面，参考爱采购网站上人气
排序前三的采样小屋，单价分别为 1.5、2.65 和 4.5 万元，假设需求比
为 1:2:1，加权平均价格为 2.825 万元/个。由此测算全国一、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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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样点购置方面的成本约为：168000*28250=47.5 亿元（表 6）。 

◼ 以上两个部分成本合计约为 6670+47.5=6717.5 亿元/年，约占 GDP 的
0.59%，公共财政收入的 3.32%（GDP 和公共财政收入均使用 2021 年
的数据）。 

 

◼ Q3：如果在全国层面推广，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带动多少就业？ 

◼ 如果所有二线以上城市进行 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则日均的检测能
力需要达到 5.05/2=2.525亿管。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数据，截至 4月
中旬，中国从事核酸检测的技术人员总数接近 15万，检测能力达到 5165

万管/天。如果我们假设技术人员随着检测能力的提升而线性增加，则
2.525 亿管/天所需的技术人员为 15*2.525/0.5165=73 万人。这就意味着
常态化核酸检测在二线以上城市的推广有望新增就业 73-15=58 万人。 

◼ 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由于核酸检测一般 1分钟左右就可以检测完一个
人，在全国所有二线以上城市常住居民每 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前
提下，每日这些人检测核酸总共所需的时间为 5.05/2=2.525亿分钟，假
定一个核酸检测人员每日工作 8 小时，即工作 8*60=480 分钟，不难得
出二线以上城市 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需工作人员=25250/480=53

万人。当然这部分就业仅对应采样点的工作人员，并不包含核酸检验员。 

 

◼ 风险提示：海外货币政策收紧下外需回落，国内疫情扩散超市场预期；
测算基于我们对政策和疫情发展情况的假设，可能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偏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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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22 年 4 月以来，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城市和省份梳理 

 

数据来源：本地宝，上观，潇湘晨报，钱江晚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1：多数城市在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后的一周，新冠感染者数量呈下降态势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宣布常态化核酸检
测的城市/省份

起始日期 政策要求

深圳市 2022/4/5 进入公共场所或搭乘公共交通需出示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无锡市 2022/4/8 每周核酸检测

福州市 2022/4/9 进入公共场所或搭乘公共交通需出示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苏州市 2022/4/22 关键地区每日检测，风险地区每两日检测，其他地区每3日检测

南昌市 2022/4/25 乘坐公交、地铁出行，均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杭州市 2022/4/28 每48小时核酸检测

长春市 2022/4/28 每5天核酸检测

芜湖市 2022/4/28 每3天核酸检测

上海市 2022/5/1-2022/6/30 免费核酸检测

绍兴市 2022/4/28 进入公共场所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盐城市 2022/4/27 进入公共场所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武汉市 2022/5/3 进入公共场所或搭乘公共交通需出示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淮南市 2022/5/3 每周核酸检测

北京市 2022/5/5 每周核酸检测

宁波市 2022/5/5 每周核酸检测

大连市 2022/5/5 每周核酸检测

湖北省 2022/4/11

无本土疫情地市所在城区，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出
示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有本土疫情地市所在城区，需出示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山东省 2022/5/5
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需出示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医疗机构

就诊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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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通过降低核酸检测频率可以有效降低常态化核酸检测成本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测算 

 

 

表3：全国和部分地区核酸检测价格标准（上限） 

 

注：表中数据为价格上限；未在表中说明的省市，其价格一般参考全国标准。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各地政府网和卫健委网站，东吴证券研究所 

 

 

 

 

 

情景1 情景2 情景3

核酸频次 48小时/次 72小时/次 7天/次

每月核酸次数 15 10 4

涉及人口数（亿人）

平均检测单价（元/人）

常态化核酸的费用上限

（亿元/月）
1212 808 346

常态化核酸的费用上限

（万亿元/年）
1.45 0.97 0.42

常态化核酸的费用上限占

GDP比重（%）
1.27% 0.85% 0.36%

常态化核酸的费用上限占

公共财政收入比重（%）
7.18% 4.79% 2.05%

全国一二线城市常态化核酸检测

5.05

16

单人单管

（元/人份）

混合检测

（元/人份）

单人单管

（元/人份）

混合检测

（元/人份）

全国 28 8 海南 25 5.9

北京 19.7 3.4 河南 24 4

上海 25 5 山东 24 4

广东 28 6 安徽 28 6

河北 19.7 3.4 黑龙江 24 4

内蒙古 28 6 新疆 25.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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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22 年 4 月广东等 18 省联盟普通核酸试剂及组套采购拟中选结果 

 

数据来源：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5：通过精细化管理可以有效降低常态化核酸检测成本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测算 

 

总价

(元/人份）

核酸检测试剂

(元/人份）

核酸提取试剂

(元/人份）

保存液

（元/瓶）

拭子

（元/根）

企业1 6.7 4.25 1.95 0.3 0.2

企业2 5.8 3.5 1.8 0.25 0.25

企业3 5.8 5.1 0.29 0.21 0.2

企业4 5.8 4 1.65 0.08 0.07

企业5 4.25 4.25

企业6 8 4.8 2.2 0.7 0.3

企业7 8.36 4.78 3.2 0.19 0.19

企业8 6.59 5.1 1.1 0.21 0.18

企业9 7.84 4.21 2.45 0.88 0.3

企业10 5.79 5.37 0.2 0.12 0.1

企业11 4.2 4.2

企业12 3.2 3.2

企业13 4.18 4.18

企业14 4.97 4.97

企业15 4.25 4.25

企业16 3.2 3.2

高风险区 中风险区 低风险区

核酸频次 24小时/次 48小时/次 5天/次

检测方式 单人单管 单人单管+混检 混检

每月核酸次数 30 15 6

人口占比 5% 40% 55%

涉及人口数

（亿人）
0.3 2.02 2.78

平均检测单价

（元/人）
19.7 11.55 3.4

常态化核酸检测

成本（亿元/

月）

149.23 349.97 56.66

合计(亿元/月）

合计(亿元/年）

占GDP比重

555.85

6670.24

0.58%

常态化核酸检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