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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蒋飞 

核心观点 

春节期间各省市紧急实施防疫措施。若发生本土疫情，按照“动态清

零”政策，各地政府会进行核酸排查。若按照目前大规模排查的十人混检

形式下的 8 元/人次计算，因部分感染者潜伏期较长，基于目前 48 小时核

酸检测通行要求，通常大规模全民核酸检测需进行三至六轮，全民核酸检

测期间每人成本或将达 24 至 48 元，这已经对部分百万人口城市造成一定

的支出压力。据观察财政自给率低的城市偏好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 

通过分析 2020 年数据，发现 26 省份赤字率与贷款增速呈一定线性相

关关系。赤字率高的弱省市信贷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压

力较高，其中有五个省份 2021年未完成经济指标。赤字率低的强省份 2010

年以来年度贷款增额/GDP 比值持续上升，地方杠杆率持续上扬，鉴于“高

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在“稳增长”和“债务可持续性”间寻求平衡，未

来贷款增速上升有限，财政收入增速或进一步降低，各强省实现 GDP 目标

存在掣肘。 

通过各省 2017-2021 年 GDP 增速目标值和实际值以及 2022 年各省

GDP 增速目标拟合测算得出全国 GDP 目标增速在 5.1%-5.4%之间。而在

疫情持续出现、部分省份完成目标较难的背景下，全国 GDP 增速可能在

5.1%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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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防疫政策看各省财力 

受到奥密克戎病毒的影响，近来部分省市陆续成为涉疫地区。春节期

间，面临大量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问题，各省市都紧急实施了抗疫措施。

当发生本土疫情，根据“动态清零”政策，开展多轮次大规模全员核酸检

测是阻断疫情扩散的重要手段。 

2021 年 12 月 13 日，广东省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价格和费用的通知》，将新冠病毒核酸单检价格统一降至 25 元/人份，

混检价格统一降至 8 元/人份。若按照目前大规模排查的十人混检形式下的

8 元/人次计算（参照此次深圳疫情估计的单人核酸成本），基于部分感染者

潜伏期较长，基于目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通行要求，通常大规模全民核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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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需进行三至六轮，如果疫情情况严重甚至更多次数的核酸检测（天津疫

情期间完成十轮全民核酸监测），全民核酸检测期间每人成本或将达 24 至

48 元（此处仅预计检测费用，未包括其他费用支出），这已经对部分百万

人口城市造成一定的支出压力。中国城区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城市大约是

86 个，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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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以 2020 年各城市卫健委公布的预算总支出与各城市城区总

人口计算得到各城市的人均医疗年支出（因卫生健康委的 2021 年决算还

未公布，暂且使用 2020 年数据）。通过对比发现，较低人均医疗支出的城

市集中在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城市群体中，其中近 70%人均医疗支出不足

1500 元/人/年的城市集中在财政自给率低于 50%的城市群中。且部分城市

的人均医疗年支出过低，例如南阳、银川不足 200 元/人/年，南充、宜宾

人均医疗年支出约为 30 元/人/年，医疗支出压力较大。 

疫情来临之后，人均医疗支出不足和财政自给率较低意味着面对疫情

当地政府为市民提供医疗保障支持存在一定压力。此时在防疫手段上，政

府为了降低疫情扩散到本土的可能性，会通过出台严格的防疫政策限制人

员大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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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上述 86 个百万人口城市在中国政府网公布的防疫政策，将

其截止到一月份的政府防疫政策列为下表： 

 

我们将财政自给率与各城市的防疫政策一一罗列进行比较，发现除了

北京和个别疫情较为严重的城市外，政府财政自给率高的城市相应的防疫

政策则相对来说较为宽松，即当地政府抗击疫情的底气较足。反观财政自

给率较低的城市，防疫政策则更为严格，尤其在春节前期，各地政府更是

加紧了对外来人口的管控。 

南充、襄阳、湛江、达州、自贡、南阳、哈尔滨、赣州对于来自中高

风险地区的外来人员都实施了较长隔离以及居家监测时间要求，对于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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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地区所在地市除疫情区外的其他区域的外来人员也进行长达 14 天居家

或社区健康监测。可以看出以上城市对于疫情管控相对更为严格，而其财

政自给率在 2020 年处于不足 30%的水平。而防疫政策加紧导致人员流动

性下降，会进一步限制当地经济增速，加大 GDP 增速目标的实现压力。 

以上都是人口体量过百万的规模化城市，尚且存在财力薄弱而缩紧防

疫政策的问题，其所在省份的其他小型城市财力状况将更加不容乐观，包

含这类城市较多的省份有黑龙江、河北、河南、四川、广西。 

2 

从各省财力看 GDP 目标实现能力 

中央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地方政府

则主要通过财政和 信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根据各省公布的 2021 年决算

报告提供的财政数据计算得到各省 2021 年赤字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名义 GDP）以及贷款同比增速，二者的散点图（横

轴为赤字率，纵轴为贷款同比增速）显示呈一定的线性相关性（去掉赤字

率异常的西藏以及未公布数据的辽宁、山西、天津、宁夏五个省份），即财

政自给足的省份信贷融资能力也较强，财政相对稳健；赤字率高的省份信

贷融资能力也相对较弱，主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发展当地经济，抗风险能

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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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21 年有六个省份没有完成预定的 GDP 目标，分别为河南、

辽宁、云南、宁夏、 青海、西藏，其中河南主要受 7 月份罕见洪涝灾害影

响。其他五省份的赤字率较低且贷款增速 2019 年以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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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