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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自 6 月初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对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可以更乐观一些。这

背后除了 1）二季度 GDP 分省考核对各地形成的锦标赛式的激励，2）
各地疫情防控的模式日趋灵活，3）出口又一次扛过了疫情的压力测试；
我们认为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即二季度地方政府推进常态化核酸通过
政府消费对 GDP的额外拉动。根据我们的计算，核酸检测拉动名义GDP

的幅度将达 0.62 个百分点。 

◼ 核酸检测费如何影响 GDP？从支出端看，抗疫带来政府消费的增加会
对冲居民消费的萎缩，使得最终消费的表现要明显好于社会零售数据。
2020 年在疫情的影响下，社会零售总额同比下跌 3.90%，与之相对应最
终消费支出则同比正增长 1.48%。 

◼ 从生产端看，由于政府消费几乎完全体现为服务消费，这部分支出在季
度的生产法下被计入 GDP 中的其他服务业。如图 1 所示，根据 2020

年的投入产出表，政府消费中服务消费的占比高达 98.9%，远高于居民
消费中服务消费的占比（56.7%）。因此，每当政府为抗疫而加大消费支
出时，其对于 GDP 服务业增速的额外拉动就会凸显。 

◼ 我们从政府消费的角度入手，核酸检测的费用大致可以代表政府消费支
出的增加。根据统计局定义，核酸检测属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的价
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这一部分的价值核算等于政
府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我们暂不考虑
居民自费核酸的情形。财政部在 3 月底明确表示“适应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常态化工作需要，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核酸检测、消毒消
杀、防疫宣传等疫情防控工作”。部分偏远城市的自费政策（四川阆中、
甘肃陇西）对于整体测算的影响不大。 

◼ 第二季度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对名义 GDP 的拉动约为 0.62 个百分点。
2022 第二季度疫情爆发和常态化核酸的推广，核酸检测量大幅增加。
我们估计第二季度核酸检测约 108 亿人次（具体测算见以下附文），按
照国家医保局的公布的全国价格标准，我们估计第二季度核酸检测的费
用在 1746 亿元左右，能够拉动第二季度名义 GDP 约 0.62 个百分点（表
1）。 

◼ 不过由于核酸检测价格大幅下降，这将意味着核酸费用的实际拉动作用
将被“低估”至少 0.06 个百分点。我们常见的 GDP 增速——例如“5.5”
——主要指的是剔除价格因素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价格下跌是“加分
项”——实际拉动作用反而会大于名义值。自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
国家医保局连续推动核酸检测费用下调：从可比口径看，2020 年下半
年单人单管检测费用平均约为 120 元/人次，至 2022 年 6 月这一价格已
经降至不超过 16 元/人次，降价幅度超过 87%，不过，实际政府消费支
出通常会整体使用居民价格和固定资产价格加权来计算，这意味着核酸
检测支出的实际拉动作用会被至少低估 0.06 个百分点（表 1）： 

⚫ 按居民消费价格计算（因为政府消费支出中固定投资折旧占比不
大），核酸费用对经济的实际拉动为 0.61（=0.62/(1+2.1%)）个百
分点； 

⚫ 按集采药品价格计算（2019 年和 2021 年药品总体年均下降幅度
达 7%，假设 2022 年与此类似），核酸费用的实际拉动为 0.67 个
百分点； 

⚫ 按核酸价格变化计算，同口径下 2021 年第二季度单人单管的平
均价格约为 80 元/人次，2022 年第二季度这一价格已经降至约 22

元/人次（取 28 和 16 的均值），降价幅度达 72.5%，核酸费用的
实际拉动为 2.26 个百分点。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计算情形。 

◼ 我们注意到上一次抗疫支出对 GDP 做出类似的贡献是 2020 年一季度。
如图 2 所示，2020 年初全国为应对武汉疫情而采取的封控也曾重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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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反映企业市场性活动的服务业生产指数在一季度同比下滑-9.1%，
但同期 GDP 中服务业同比的回落仅为-5.4%。这种背离主要是 GDP 中
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既涵盖了服务业的市场性活动，也包括非市场性活
动，后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消费。 

◼ 我们计算武汉疫情相关的抗疫支出对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的拉动约
为 0.7 个百分点，与这一轮常态化核酸的拉动相当。根据财政部 2020

年一季度的收支统计，湖北疫情爆发后为让各地疫情防控经费得到保
障，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452 亿元，由此不难测算政府的抗
疫支出在当时对名义 GDP 增速的拉动为 0.71 个百分点，而如果剔除价
格因素，对实际 GDP 的拉动为 0.65 个百分点。如图 3 所示，由于这部
分抗疫支出在生产法下被计入其他服务业，导致其增速在 2020 年一季
度比整体的服务业高出 3.4 个百分点。 

 

◼ 附： 

◼ 第二季度核酸检测总人次可能约为 108 亿（人次）： 

◼ 4 月核酸检测约 46 亿人次。根据国家卫健委和纪委的数据，4 月截至
15 日累计核酸人次约 22.8 亿人次，考虑到 4 月整体疫情蔓延较为严重，
我们估算 4 月整体检测约 46 亿人次。 

◼ 5 月核酸检测约 38 亿人次。5 月整体疫情好转，叠加常态化核酸逐步推
广，我们结合全国主要地区推行常态化核酸的情况（开始时间、频率和
人口），估算 5 月检测约 38 亿人次。 

◼ 6 约核酸检测约 24 亿人次。6 月疫情进一步好转，如图 4，6 月初以来
主要涉疫地区人口约 1.5 人，其中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地级市人口占比
约 40%（约 6000 万人），我们假设这一部分地区人口平均 2-3 天进行一
次核酸；剩余的 60%（约 9000 万人），3-5 天核酸一次；另外作为预防
手段，其他一二线城市（5.05-1.5=3.55 亿人），平均一个月进行 1-2 次
核酸，估计 6 月检测约 24 亿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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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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20 年政府消费中的服务消费占比达到了 99%，远高于居民消费中的服务比例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1：2022 年第二季度核酸检测对于 GDP 增速拉动的测算 

 

注：2022 年第二季度居民价格指数同比我们取 4、5 月的均值，约为 2.1%。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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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消费占比

商品消费占比

单人单管 多人混检 均价

4月 46 28 8 18 828 368

5月 38 28 8 18 684 304

6月 24 16 3.5 9.75 234 84

合计 1746 756

占GDP(2021Q2)比例 0.62% 0.27%

剔除价格因素 价格变化 对经济的实际拉动
按核酸核酸检测价格 -72.5% 2.26%

按集采药品价格 -7.0% 0.67%

按居民价格指数 2.1% 0.61%

国家医保局价格规定（元/人次）检测人次

（亿次）

按均价计算

费用（亿元）

按混检价格计算

费用（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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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20 年一季度服务业 GDP 与服务业生产指数在增速上的背离最为显著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3：2020 年一季度其他服务业较整体服务业更具有韧性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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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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