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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疫情观察（二）：全国疫情高峰过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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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预测到底准不准，全国疫情是否已经见顶的问

题，我们增加了28个城市的地铁客运量日度数据进

行辅助判断。非网民样本的缺失可能会导致预测结

果有偏。

• 大数据不完美，应用大数据做宏观经济预测并非完

美无缺，我们分析了谷歌流感趋势何以失灵。原因

可能包括：媒体对谷歌流感趋势（GFT）的大幅报道

导致人们的搜索行为发生了变化，用户的搜索行为

反过来也会影响GFT的预测结果。

• 当前全国疫情或尚未达峰，但是达峰进程可能会有

所提前。借助地铁客运量数据进行辅助验证，我们

判断北京、石家庄、武汉、重庆等城市已经度过疫

情峰值，成都、天津、长沙、南京、西安等城市尚

未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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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测到底准不准？预期与现实相互验证

• 在上期《大数据疫情观察：中心城市率先迎来峰值》报告中，我们分

析并给出了北京和河北部分城市疫情已经迎来“拐点”，成都、昆明

等城市将陆续见顶的预测判断。根据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北京百度

“发烧”搜索指数持续下降，“咳嗽”搜索指数后于“发烧”见顶，

这基本上印证了我们模型的预测。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22年12月17

日（上周六）全国范围内“发烧”指数见顶，这是否意味着全国疫情

的见顶？如果这样，这个数据与一些防疫专家的春节前后见顶的判断

就有所出入。也有专家认为全国疫情可能虽然尚未达峰，但是进程缩

短了。

• 但根据字节跳动的“巨量算数”，抖音“发烧”搜索指数于12月17日

见顶，但头条“发烧”搜索指数仍在震荡上行。在朋友圈广为传播的

知乎“数据帝”的预测里面，2022年12月20日前后大部分省市相继达

到感染高峰，那么，很多研究者都想确认的是，站在2022年12月23日，

全国范围内的单日新增感染有没有达峰？有人认为预测很准，和自己

这些天在互联网上对疫情的感知较为一致；有些人则认为不准，认为

身边的亲戚朋友们都阳了，而预测进度条还不到一半，个人体感和预

测结果有较大差异。

•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了在2022年12月16日前后，全国几乎所有城市、

省份“发烧”搜索指数迎来了“先扬后抑”的脉冲式增长，后续日度

数据再也没有高于16日当天的值。这意味着疫情最艰难的阶段已经度

过了么？通过对百度、头条疫情病症搜索引擎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和建

模分析，可以为疫情未来趋势研判提供重要参考。不过我们理解，为

了定量评价疫情进展，还需要引入更多数据。

• 由于没有权威数据作为参考，各类疫情的预测仅仅是基于直觉、推理

或演绎的带有参数的模型预测，预测准不准，缺乏客观权威作为结果

比较，所以很难客观衡量预测是否准确，只能通过参与这件预测的所

有观众和读者通过微观的数据，周围疫情扩散程度去验证预测结果，

一个城市不同群体感染的先后，不同城市感染达峰的节奏，都会对预

测是否准确有不一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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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有局限性，逻辑假设的适用性，缺乏权威数据作为验证，难道就

不需要预测了吗？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就“科学哲学”这个概念展开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

的对峙。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深奥地从哲学的角度质疑科学的基本前

提。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指出，即使现有的范式所预测的结果在现实中存在反

例，现有的科学家也不会认为其范式有问题；只有可替代现有范式的

新科学范式出现，并且反例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现有科学范式才可能

被证伪，科学革命才会发生。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对预测过程的否定也

是发现新预测方法的过程。

• 量子基金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推崇的哲学家卡尔·波普

尔（Karl Popper）最著名的观点是科学是通过“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进行的——人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甚至无

法通过归纳法获得真理的证据，但如果假设是错误的，则可以反驳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只有可被经验证伪的理论体系才应被赋予真正的

科学地位。因此，波普尔提倡大胆假设，用证伪的方式去不断试错，

不断修正，而不是提出假说，然后到处找支持自己理论的根据。“证

伪”也是索罗斯所一直推崇与实践的思考方式。

二、地铁客运量作为疫情达峰的重要辅助观察指标

• 因此，我们从疫情出发，回到经济，从多维度验证疫情的峰值。地铁

客运量无疑是很好的观察指标，一个有地铁城市的客运量受若干因素

影响：1、出行管制，2、出行意愿，3、地铁的便利程度。

• 从数据上来看，北京、上海作为全国地铁保有量最高的两个城市，也

是日均客运量最高的两个城市，地铁数据较高的反映了疫情的高低，

同时地铁客运量的日度数据公布滞后1-3天，还算比较及时，从数据

收集角度看，地铁数据来自于物联网设备自动采集，人工干预的影响

较小，数据具有充分的客观性，可以作为疫情的第二类主要观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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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地铁客运量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 上图是2019年12月至今的上海地铁客运量数据，比较明显的是2020年

初的武汉疫情，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和2022年12月的全国疫情。

由于地铁客运量遵循周一至周五高，周六日低的原则，日度数据信息

量有些冗余，后续我们通过比较周度平均数据，可以过滤短期的日内

数据波动。

图：上海地铁客运量（7日移动平均）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 比较北京地铁客运量，也可以看出2022年4月，上海地铁停运7周左右，

北京虽然没有停运，但周度地铁客运量均值从近三年日常的800万降

低到100万以下。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9月之后的北京地铁客运量明

显低于上海，这一方面是疫情，另一方面也是北京地铁需要全网查验

72小时核酸，11月24日进一步缩短到48小时，12月5日起这一政策被

解除。



请务必阅读本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http://www.tjresearch.cn 2022年12月23日

• 基于此数据，我们认为北京疫情高峰已过，但全国整体疫情高峰并非

如百度搜索指数和头条指数显示的那样已经见顶，而是处于快速发展

期。我们建立了四阶段数据模型，辅助验证各城市是否达峰。如下图

所示，北京、武汉、重庆、沈阳、石家庄、兰州、昆明地铁客运量已

经企稳回升，目前处于第四阶段；成都、天津、长春、郑州、广州、

厦门、深圳、西安、上海、南京等城市仍处于达峰进程中的第三阶段。

由于移动平均有可能会带来数据滞后，后面，我们用真实数据做了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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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北京地铁客运量（7日移动平均）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 2022年秋冬季疫情开始后，部分疫情严重城市地铁客运量相较于往年

是收缩的，从“二十条”到“新十条”，疫情管制政策逐渐放松，地

铁客运量也逐渐企稳回升，结合百度搜索指数来看，12月放开后地铁

客流先经历了快速的回升，又因“发烧”指数过高而回落，而中心城

市的北京，2022年12月19日（周一），地铁客流量达到279万，比上

周一增长20%以上，这印证了北京人口聚集区域的感染达峰，至少疫

情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已经达峰。

图：十大城市地铁客运量7日移动平均，协同性高度一致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请务必阅读本报告尾部的重要声明

http://www.tjresearch.cn 2022年12月23日

第6页 | 共17页

• 在以日度为单位的疫情进展中，如果当天地铁出行数据出现回升，应

该主要看两个数据，第一是同比（例如本周一，相较于上周一的客流

量），第二看环比（例如今天相较于昨天的客流量）。

• 根据日度数据，北京地铁出行，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均处于上行阶

段，这与见顶判断一致，其他有可能见顶的是武汉、重庆、成都。而

上海、广州、南京、苏州、西安等地铁客运量仍在持续下滑，这表明

疫情仍在达峰进程中。

图：疫情扩散进程

数据来源：腾景AI经济预测

图：国内部分城市地铁客运量（7日移动平均）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注：十大城市是指：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西安、苏州、郑州、
重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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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铁客运量同比数据（相较于上周本日的数据）下滑严重，我们

判断：上海、广州、南京、西安、苏州、郑州等城市的疫情仍在达峰

进程中，北京、武汉、重庆同比转正，预计已度过疫情高峰。

图：国内部分城市地铁客运量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图：28个城市地铁客运量及周度同比

数据来源：Wind、腾景AI经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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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期如何与现实相互影响？

• 放开疫情管制后的经验有很多，无论是疫情见顶的节奏，对消费，劳

动参与率的影响，都有较多国家可以参考。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些预期，

14亿人口的放开和中等规模人口国家放开又有所区别。国内传染病专

家也在各类媒体上表示春节前后，明年一季度疫情达峰等等，释放这

样的未来见顶信号。但是从北京和多数城市的感知中，疫情似乎见顶

的早于我们的认知，那么到底哪里会出问题呢？

（一）政策指标失灵：古德哈特定律

• 当多数互联网参与者都知道百度搜索指数能够间接代表疫情的时候，

它 可 能 就 不 准 了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 它 就 是 古 德 哈 特 定 律

（Goodhart’s law）在疫情上的体现。古德哈特定律是出自于英国

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的说法，指的是：

当一个政策变成目标，它将不再是一个好的政策。其中一种解释为：

一项社会指标或经济指标，一旦成为一个用以指引宏观政策制定的既

定目标，那么该指标就会丧失其原本具有的信息价值。

• 毫无疑问，在大多数人不知道“百度疫情指数”的重要性的情况下，

它大概率还是有效的，内涵逻辑为搜索量大数据间接反映了大部分的

居民自发的网络搜索行为，“发烧”搜索在一定程度上和阳性有症状

是一回事。但是，在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在报道的情况下，这一指标

会引发更多的搜索，而这些搜索和疫情本身并没有关系，而是互联网

流量带来的效应。

（二）网民搜索行为的偏移可能造成数据污染

• 我们比较了石家庄、兰州、北京、武汉、重庆、沈阳、昆明、成都、

天津等城市的地铁客运量，发现都经历了政策放松而上行，疫情攀升

客运量下行，疫情高峰度过再度上行这一数据变化模式。目前大部分

城市仍处在疫情攀升客运量下行这一阶段，全国疫情的顶峰目前并没

有到来，而百度指数给出的“发烧”搜索指数已经见顶，我们判断12

月16日及之后的百度“发烧”搜索指数可能出现了异常，核心逻辑是

12月16日（上周六），全国所有城市都出现了一个攀升，随后下降，

这种能够同一时间影响所有城市的因素大概率不是以一定规律传播的

病毒造成的，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数据“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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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0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