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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上海等城市本轮疫情已接近尾声，受到冲击的若干城市也逐步恢复正常运转。值得

注意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潜伏期短、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具有更

强的免疫逃避能力，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来说，这一特征提高了防疫难度，可能

导致人口外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疫情及其防控对餐饮、文旅等线下接触式服务

业产生了较大冲击，相关企业劳动吸纳能力减小，导致从业人员选择离开之前工作

的城市，二是在防疫难度提高的背景下，居民可能倾向于流入人口密度更小的城

市。我们不妨利用百度提供的人口迁徙指数观察各个城市的人口变化。这一公开数

据提供了 2022年每日排名前 100的城市的迁入、迁出指数。 

⚫ 深圳与广州：2022年 3月 13日，深圳发布通知，从 3月 14日凌晨开始全市社区小

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3月 20日深

圳发布通报，宣布 21日起全市公交、地铁全面恢复运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等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相对来说，广州虽然也存在疫情的

困扰，但封控的程度不及深圳。从数据来看，解封后的 4、5月，深圳人口呈现净流

出，流出幅度高于广州，之后的 6月，广州呈现净流入，深圳依然呈现为净流出。 

⚫ 上海与北京：3月 27日晚间，上海发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

酸筛查，其中浦东和浦西的分批封控；5月 17日，上海防范区涉及人口数已有约

1980万人；6月 1日迎来了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北京在本轮疫情中同样受到冲击，4

月末到 5月，以及 6月中旬分别出现小高峰，但封控的范围和时间长度较上海缓

和。从数据来看，封控中的 4月上海流出几乎为 0，（部分）解封后 5、6月均呈现

为净流出，而北京的表现明显更为平稳。 

⚫ 西安与长沙：西安疫情主要在去年年末发酵，12月累计新增超过 1000例，今年 1

月 24日被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毗邻省份的省会城市长沙在本轮疫情中表现较好，基

本保持 0或个位数新增的状态。数据显示，西安与长沙在今年 1、2月份都呈现大城

市春节的典型特征，即先流出，后流入，但西安流出幅度更大，流入幅度更小，之

后的月份，西安也呈现为更大规模的净流出。 

⚫ 长春、沈阳与哈尔滨：东北三省省会城市中，长春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3月 11日

长春市范围内启动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期间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

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封控持续到 4月

末。数据显示，长春在封控基本解除后，出现了人口的净迁出。相比长春，沈阳走

出疫情的时间更早。4月 12日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即发布通告，全市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公交、

地铁、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分步有序恢复运营。相应地，沈阳的人口净迁出较长春

提前。 

⚫ 尽管封控结束往往伴随着人口净迁出，但这一情形收敛速度较快，我们认为，中长

期主导因素仍然是区域与产业规划：（1）以上城市的数据显示，进入 6月以后，受

到疫情冲击的城市和可比城市在人口净迁入/出方面已经十分接近；（2）受制于数

据可得性（2020、2021年的迁徙指数仅公布春节与国庆假期），难以考察武汉等城

市解封后的情况。但 2021年人口数据显示，该年人口增量前 5名的城市分别是武

汉、成都、杭州、西安、南昌，其中武汉 2021年新增人口超 120.12万人，在全国

位居第一。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首次超越武汉，成为中部地区常住

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到 2021年武汉实现反超，印证了当地产业布局（如光谷的创新

科技企业）的吸引力，这也意味着，疫情等短期因素带来的人口流动，从中长期来

看不及区域与产业规划等因素重要。 

⚫ 风险提示：疫情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对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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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后的人口流动有何特征？ 

6 月末上海等城市本轮疫情已接近尾声，受到冲击的若干城市也逐步恢复正常运转。值得注意的

是，本轮疫情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6月 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奥密克

戎变异株潜伏期短、病毒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避能力，传播的隐匿

性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来说，这一特征提高了防疫难度，可能导致人口外流，原因有两方面，一

是疫情及其防控对餐饮、文旅等线下接触式服务业产生了较大冲击，相关企业劳动吸纳能力减小，

导致从业人员选择离开之前工作的城市，二是在防疫难度提高的背景下，居民可能倾向于流入人

口密度更小的城市。 

我们不妨利用百度提供的人口迁徙指数观察各个城市的人口变化。这一公开数据提供了2022年每

日排名前 100 的城市的迁入、迁出指数（迁入指数=迁入人口数量占全国迁入人口总量，迁出指

数同理），我们收集的数据频率为旬度（按月取均值），共涉及 194 个城市，缺失数据（意味着

不在前 100排序中）全部按照 0处理，考察的主要指标是净迁入（人口迁入指数-人口迁出指数）。 

封控结束往往伴随着人口净迁出，或与服务业受挫有关 
我们将受疫情影响较为明显的城市作为重点观察对象，将其与同类相近城市作对比： 

深圳与广州 

2022年 3月 13日，深圳发布通知，从 3月 14日凌晨开始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

封闭式管理，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3 月 20 日深圳发布通报，宣布 21 日起全市公交、地

铁全面恢复运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相对

来说，广州虽然也存在疫情的困扰，如 4 月左右对增城区等部分区域实行封控，但封控的程度不

及深圳。 

从数据来看，解封后的 4、5 月，深圳人口呈现净流出，流出幅度高于广州，之后的 6 月，广州

呈现净流入，深圳依然呈现为净流出。 

上海与北京 

3月 27日晚间，上海发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其中浦东和浦西的

分批封控；5月 17日，上海防范区涉及人口数已有约 1980万人；6 月 1日，除了一部分尚有零

星散发的中风险区域外，多数小区解除封控，迎来了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北京在本轮疫情中同样

受到冲击，4月末到 5月，以及 6月中旬分别出现小高峰，但封控的范围和时间长度较上海缓和。 

从数据来看，封控中的 4月上海流出几乎为 0，（部分）解封后 5、6月均呈现为净流出，而北京

的表现明显更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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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与长沙 

西安疫情主要在去年年末发酵，12 月累计新增超过 1000 例，今年 1 月 24 日被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毗邻省份的省会城市长沙在本轮疫情中表现较好，基本保持 0或个位数新增的状态。 

数据显示，西安与长沙在今年 1、2 月份都呈现大城市春节的典型特征，即先流出，后流入，但

西安流出幅度更大，流入幅度更小，之后的月份，西安也呈现为更大规模的净流出。 

长春、沈阳与哈尔滨 

在三省省会城市中，长春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 

3月 11日，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全市三轮核酸检测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要

求即日起长春市范围内启动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期间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停止

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封控持续到 4月末：4月 28日零时起，

长春主城区防范区的居民实行一天一户一人出行。数据显示，长春在封控基本解除后，出现了人

口的净迁出。 

相比长春，沈阳走出疫情的时间更早。4月 12日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即发布通告，全

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公交、地铁、有

轨电车等公共交通分步有序恢复运营。相应地，沈阳的人口净迁出较长春提前。 

图 1：百度迁徙指数：深圳与广州人口净迁入  图 2：百度迁徙指数：上海与北京人口净迁入 

 

 

 

数据来源：百度，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百度迁徙指数：西安与长沙人口净迁入  图 4：百度迁徙指数：长春、沈阳与哈尔滨人口净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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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百度，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百度，东方证券研究所 

净迁出表现较为短期，中长期主导因素仍是区域与产业规划 
尽管封控结束往往伴随着人口净迁出，但这一情形收敛速度较快，我们认为，中长期主导因素仍

然是区域与产业规划： 

⚫ 以上城市的数据显示，进入 6月以后，受到疫情冲击的城市和可比城市在人口净迁入/出方面

已经十分接近； 

⚫ 受制于数据可得性（2020、2021 年的迁徙指数仅公布春节与国庆假期），难以考察武汉等

城市解封后的情况。但 2021 年人口数据显示，该年人口增量前 5 名的城市分别是武汉、成

都、杭州、西安、南昌，其中武汉 2021年新增人口超 120.12万人，在全国位居第一。值得

一提的是，2020 年郑州常住人口首次超越武汉，成为中部地区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到

2021 年武汉实现反超，印证了当地产业布局（如光谷的创新科技企业）的吸引力，这也意

味着，疫情等短期因素带来的人口流动，从中长期来看不及区域与产业规划等因素重要。 

经济数据回顾 

通胀压力暂时缓解 
5月CPI同比为 2.1%，与前值持平，环比为-0.2%，前值 0.4%。5月CPI食品分项同比上涨 2.3%，

前值 1.9%。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收窄了 12.2 个百分点至 21.1%，猪周期拐点已至；粮食价格

同比上涨 3.2%（前值 2.7%），涨幅超季节性，反映国内粮价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粮价上涨的

传导；受益于交通物流的改善，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11.6%，涨幅比上月收窄了 12.4个百分点；鲜

果价格则继续上行，同比上涨 19%（前值 14.1%）。 

5月非食品 CPI同比为 2.1%，前值 2.2%：（1）交通和通信 CPI回落 0.3个百分点至 6.2%，其

中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27.6%、30.1%和 26.9%（前值分别为 29.0%、31.7%

和 26.9%）；（2）疫后服务需求依然偏弱，5月服务 CPI同比已连续 4个月下行，较前值进一步

下行 0.1 个百分点至 0.7%，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宾馆和飞机票价格分别同比下降 7.4%和

2.4%。此外，疫情防控持续影响需求端，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为 0.9%，与上月持平。

6 月短期内疫情将继续影响物价走势，物流进一步畅通将引导部分商品价格下行，同时国内疫情

处于扫尾阶段，预计疫情防控仍将抑制出行和接触型消费的需求，导致核心 CPI持续位于低位。 

5月 PPI基数明显走高，导致同比读数下降 1.6个百分点至 6.4%，其中翘尾影响约 4.1个百分点

（前值 5.9个百分点）。分结构来看：（1）5月原油价格震荡上行，相关行业 PPI持续位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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