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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2020 年以来，各地倡导“就地过年”的做法并不罕见，不过这一现象有望在 2023

年得到改变，《2023 年综合运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发布》中不再

提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新增了“做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等。从“就地过年”回到“返乡过年”，消费、生产、建筑业等会有什

么变化？本文主要就这一内容进行讨论。 

⚫ 今年人员的省际流动难度明显降低，春节有望释放三年来积累的出行需求。交通运

输部预计 2023 年春运全国发送旅客 20.95 亿人次，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99.5%，恢复至 2019 年的 70.3%。从客流构成看，预计探亲流约占春运客流的

55%，务工流约占 24%，旅游和商旅出行约占 10%。携程发布的报告同样表明，

过去返乡探亲的景象有望重现，截至 1 月 5 日，春节假期长线旅游订单占比达七

成，长线游订单同比去年增长 72%，其中前往河南的人员主要源于广东、海南、新

疆、上海、北京等人口流入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海、浙江、福建等人口流入

地区依然为留住外省务工人员推出“就地过年”大礼包，但和去年相比其吸引力并

没有显著提升（如，2022 年浙江绍兴上虞区对区内部分符合要求的市外员工每人补

贴 1000 元，2023 年对外省员工推出的政策“大礼包”中含 800 元消费券），很

难改变今年“回乡过年”的态势。 

⚫ 参考去年，“回乡过年”对消费的提振作用不容忽略。站在 2022 年初，随着疫情

防控措施逐步优化，以及当时奥密克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2022 年 1-2 月累计

社零增速达到 6.7%（限额以上为 9.1%），与 2021 年 12 月当月同比 1.7%以及

2022 全年负增（截至 11 月）相比表现可圈可点，表明当年春节期间疫情对消费的

影响小于“回乡过年”的提振作用：（1） 春运带动人员流动，利好餐饮等服务消

费，居民消费习惯有望进一步向 2019 年靠拢；（2） 走亲访友赠礼需求或将恢

复，涉及烟酒、金银珠宝等；（3）“回乡过年”相对利好辽宁、湖南、山西等人口

流出地的消费，不过可能主要体现在城镇，针对医疗资源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今

年官方仍倡导大家加强个人防护，回乡后，尽量少聚集、少聚餐；（4）虽然“就地

过年”渐行渐远，线上零售仍维持着一定热度。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 全国网

上年货节”（零售额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算起）数据表现相当亮眼，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6%，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4.8%；截至 2023 年 1 月 4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4.7%，其中年货礼盒、

健康滋补用品、进口生鲜食品等销售增长较快；（5）过去受到居民出行需求减弱利

好的商品主要是健身、娱乐、益智类商品，这部分“宅”需求或边际减弱。 

⚫ “回乡过年”将增加春节期间的往返成本以及无法及时返工的可能性，加上外需疲

软，年初生产同比增速可能面临较大压力。我们以每年 3 月的工业生产水平（将工

业增加值定基指数折算为单日）为基准，以及当年末的增速作为下一年 1-2 月单日

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的增速，推算出 2022 年 1-2 月春节假期带来的生产缺口约为

6.7 天，略高于 2021 年的 5.1 天（并未使用两年复合增速调整），远低于 2015-

2019 年平均 8.8 天，说明返乡的选择将显著影响年初生产端的同比读数，今年的情

况将导致不能对 1-2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太过乐观。 

⚫ 建筑业和基建也可能受到和生产端类似的影响。据我们不完全统计，今年重大项目

和 2022 年一样开工较早（基数较高），但考虑到今年相比去年来说劳动力供给可

能偏紧，基建投资和建筑业 GDP 同比读数可能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风险提示 
⚫ 疫情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特别是春运期间疫情形势会更加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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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算生产损失天数过程涉及诸多假设，或与实际情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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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各地倡导“就地过年”的做法并不罕见，不过这一现象有望在 2023 年得到改变，

《2023 年综合运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发布》中不再提及“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新增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等。从“就地过年”回到

“返乡过年”，消费、生产、建筑业等会有什么变化？本文主要就这一内容进行讨论。 

春节有望释放部分三年来积累的出行需求 

今年春运人流明显恢复 
今年人员省际流动难度明显降低，春运流动人次明显增长。交通运输部预计 2023 年春运全国发

送旅客 20.95亿人次，较 2022年同比增长 99.5%，恢复至 2019年的 70.3%。从客流构成看，预

计探亲流约占春运客流的 55%，务工流约占 24%，旅游和商旅出行约占 10%。携程发布的报告

《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同样表明，过去返乡探亲的景象有望重现，截至 1月 5日，春

节假期长线旅游订单占比达七成，长线游订单同比去年增长 72%，其中前往河南的人员主要源于

广东、海南、新疆、上海、北京等人口流入地。此外，从北上广深等 12 城市的平均延时拥堵指

数（7日平均）来看疫情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正在减弱，年前有望具备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和去年相比今年部分人口流入省份的“就地过年”大礼包吸引力并没有显著提升，

很难改变今年“回乡过年”的态势。今年上海、浙江、福建等人口流入地区依然为留住外省务工

人员推出“就地过年”大礼包。举例来说，2022 年浙江绍兴上虞区对区内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

务业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规上建筑业企业中留虞的市外员工每人

补贴 1000元，2023年对外省员工推出的政策“大礼包”中含 800元消费券；2022年杭州上城区

发放价值 1000元的实物礼包，临平区向符合条件的非浙江户籍员工发放 1000元/人的现金补助，

2023 年则是针对在杭务工、非浙江户籍并在杭缴纳社保的春节期间在杭务工人员，每人发放 600

元消费券。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上海2023年将“就地过年”和“稳增长”融合在了一起，为电商

平台和邮政快递企业持续提供快递、外卖服务的人员，以及重点工程施工人员进行补贴，着力解

决近期大城市末端物流不畅的问题，同时把握住重点项目建设这一稳增长抓手。不过这一“大礼

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可能比较有限，一方面覆盖人群较少，2017 年 3 月上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

数就已经达到 189.8 万人，但上海外卖骑手出勤人数大约 15.1 万人（2023 年 1 月 1 日），另一

方面是补贴金额增幅有限，2022年上海对留沪人员就地过年提供 700元生活困难补助和留沪大礼

包，以及工会福利等政策，2023 年春节期间按照 7 天全勤加班，对重点项目施工人员补贴为 700

元，重点监测的电商平台和邮政快递企业一线人员补贴为 1050元。 

图 1：历年全国春运期间发送旅客人次  图 2：12 城市平均延时拥堵指数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12 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成都、武汉、南京、西安、重庆、郑州、苏州、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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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部分地区就地过年补贴、补助政策 

省份 地区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浙江 

  
  

宁波 

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定向纾困券、留甬

过年券等消费券，仅限就地过年的外来

务工人员报名，其适用于全业态消费场

景。 

对 2022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0 日这

段期间在当地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

务业企业等一线生产岗位工作人员，

且 12 月已在甬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宁

波籍员工给予专项补贴，补贴标准为

每天100元/人，个人最高不超过500

元。 

 

绍兴 

一次性发放价值 800 元的“新绍兴人”

消费券、“留绍过年”流量、“年货邮

到家”温暖礼包等。春节期间，绍兴的

国有景区、场馆、场所将全部向外省员

工和家属免费开放，外来务工人员还可

免费领取电影票。 

上虞区对区内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

务业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农业龙头企业、规上建筑业企

业中在 2022年 1月 26日至 2022年

2月10日期间留虞的市外员工（以社

保缴纳为准）给予每人 1000 元补

贴。 

 

杭州 

针对在杭务工、非浙江户籍并在杭缴纳

社保的春节期间在杭务工人员，杭州将

为每人发放 600 元(人民币，下同)消费

券(发放 12 张，每张面额 50 元)，消费

每满 100 元抵用一张。用工单位、灵活

就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可通过“亲清在

线”数字平台进行申报。 

上城区发放价值 1000 元的实物礼

包；高新区（滨江）为不能回乡和家

人团聚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 2800 份

新年年货大礼包；临平区经企业申

报，向符合条件的非浙江户籍员工发

放 1000元/人的现金补助。 

  

上海  

2023年 1月 21日至 1月 27日期间： 

对重点监测的电商平台和邮政快递企业

春节期间上岗工作的一线人员，给予每

人 每 天 150 元 补 贴 。 

重点工程建设施工项目不停工、少停

工，在补贴期间，当日实际上岗人数达

到 2022年 11月末实际上岗人数 80%以

上的重点工程建设施工项目，给予上岗

工作的一线人员每人每天 100元补贴。 

对留沪人员就地过年提供 700元生活

困难补助和留沪大礼包，以及工会福

利等政策 

出台了 700 元生活困难补助+留

沪大礼包，春节给与上海市家

庭生活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发

放一次性节日补助，每位补助

对象一次性补助 700 元。对于

留沪外来建设者赠送通讯费补

贴、健康医疗补贴、3000 份影

音娱乐大礼包和 5000 份扶贫产

品零食礼包。 

数据来源：根据新闻稿及地方政府政策文件整理，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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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过年”或将提振消费 

2022 年已经可以初窥“回乡过年”对消费的提振作用 
站在 2022 年初，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逐步优化，以及当时奥密克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2021 年

12月 13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在境外输入的检测样本中首次发现了变异毒株奥密克戎），2022年 1-

2 月累计社零增速达到 6.7%（限额以上为 9.1%），与 2021 年 12 月当月同比 1.7%以及 2022 全

年负增（截至 11月）相比表现可圈可点，意味着在当时阶段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小于“回乡过年”

的提振作用： 

⚫ 春运带动的人员流动利好餐饮等服务消费，居民消费习惯有望进一步向 2019 年靠拢。2022

年 1-2 月餐饮占社零的比重为 10.4%，分别较 2021 年和 2015-2019 年平均值变化 0.21、-

0.4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餐饮占社零的比重为 2.3%，分别较 2021 年和 2015-2019 年平均值

变化 0.22、-0.25 个百分点。即便 3 月已有局部地区受到疫情反弹的影响，2022 年 Q1 的货

物、服务消费占比为 46.9%、53.1%，依然分别较2021年变动了-0.1和 0.1个百分点（2019

年货物、服务占比分别为 46.1%和 53.9%）。 

图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  图 4： 1-2 月餐饮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1 年为两年复合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 走亲访友赠礼需求或将恢复，涉及烟酒、金银珠宝等。限额以上商品中，2022 年 1-2 月金

银珠宝零售额占总零售额的比重为 2.5%（累计同比为 19.5%），较 2021 年上升 0.13 个百

分点；烟酒类占社零的比重为 4%（累计同比为 13.6%），较 2021年上升 0.21个百分点。 

⚫ “回乡过年”相对利好人口流出地的消费，但可能主要体现在城镇。考察各个省份 2019、

2021 和 2022 年 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可知广东、北京、上海、重庆

2021和 2022年均高于 2019年同期，但 2022年分别低于 2021年 0.23、0.13、0.12、0.04

个百分点，且以上地区均为人口流入地，相对的辽宁、湖南、山西等人口流出地的比重有所

提升。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员增多，农村地区等医疗资源较

为薄弱的地区可能会迎来感染高峰。对此，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牵头成

立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倡导大家加强个人防护，回乡后尽量少聚集、少聚餐。 

不过，虽然“就地过年”渐行渐远，线上零售仍维持着一定热度，表明居民消费习惯的转变已经

形成。2015年以来，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逐年上行，且 2020年以

来由于居民线下购物频率降低，导致该比重明显上升，2019-2022年 1-2月累计占比分别为

16.5%、21.5%、20.7%、22%，从全年角度也是如此，即便是 2023年，预计这一趋势不会发生

太大转变，网上零售占比有望维持在较高水平。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 全国网上年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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