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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研究简报 

 

 

三季度经济增长趋势依然与疫情高度相关 

 

摘 要 

 

新的变异株不断出现，国家也已经明确了对于公共卫生的优先态

度。如果新冠疫情能够得到控制，我认为经济能在第三季度回升至疫

情前的增长趋势，并保持至第四季度，使得年增长率来到 4.2%至 4.7%

区间。然而，需求的构成将与前疫情时代的预期有所不同，私人消费

和住房需求减弱，而出口和公共投资增强。 

 

 

 



                                                       Research Note 

                                                        

2 

 

正 文 

 

柯马克（Mark Kruger）/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上海取消因疫情防控而设的出行限制已近两个月。人们再次

自由地漫步于这座城市之中，而生活似乎也回到了正轨。但疫情

留下的“伤痕”也很明显。许多店门依旧紧闭，而商场也不像往

日那般拥挤，店员们也经常和我说生意恢复得有多慢。 

由于为了遏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起的新冠肺炎的爆发而采

取的措施使得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在近三个月中有两个月处于

隔离的状态，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二季度同比下滑了

将近 14%。而其失业率也接近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虽然整个城市的状态恢复在 6 月有了较大的起色，但普遍的

谨慎情绪依然存在。人们担心疫情会卷土重来，即便是被发现出

现在感染者周边也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尽管上海再次推

动新冠疫苗的接种，人们仍尽量待在家中并严格控制消费支出。 

从国家层面来说，经济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 

经济在第二季度勉强实现了 0.4%的同比增长。我们的月度指

标表明：在经历了 4 月和 5 月的下跌后，6 月实现了经济的（正）

增长（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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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生产总值及月度指标的增长 

 

 

出口依旧是最大的亮点。 

尽管面对着因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措施而引起的物流运输困难

以及去年的强势增长，出口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13%（图 2）。不

可思议的是，本季度出口额比 2018 至 2020 年的平均数据要高出

50%。这不仅是中国的贸易伙伴们对商品的强烈需求的证明，同样

也是对中国有能力将这些货品推向市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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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出口额的月度数据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持续改善。 

就业机会的提供在今年 3 到 5 月间落后于去年的表现后，于

6 月与去年水平相当（图 3）。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已经

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上新增了 650 万个城镇就业岗位，这样看来，

今年新增 1100 万个就业岗位的年度目标已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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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增正式城镇就业岗位 

 

 

失业率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细分。 

核心劳动力人群（劳动者），即那些年龄在 25 至 59 岁之间

的人的失业率降低至 4.5%，略低于 2020 年初，即首次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图 4）。 

与此同时，青年的失业率则超过了 19%。中国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今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创历史新高，但与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使得雇主对招聘新员工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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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失业率 

 

 

尽管劳动力市场在过去几个月有所改善，但对就业安全的担

忧仍在拖累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调查显示，就业预期指数大幅下降。受

访者目前对就业前景比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冠状病毒首次爆发时

更悲观，这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影响。（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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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央行就业预期指数 

 

 

只要消费者觉得就业受到威胁，就很难期待消费的强劲反弹。 

虽然 Omicron 疫情下零售额降幅比 2020 年的来得小，但消费

者的谨慎态度暗示，未来几个月反弹将相当缓慢（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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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名义零售指数 

 

 

新房销售冷清也在意料之中，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27%。不

过，这种疲软部分源于 2021 年的强劲表现（图 7）。与 2017-19

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今年的销售“不过”下降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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