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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廖群 

近 3 个月来的形势发展表明，市场对于我国新冠疫情演变和经济复苏

的预测再次偏于悲观了；疫情比市场预期更早地进入了尾声，随之经济出

现了比市场预期更快的复苏。 

 

去年 12 月初疫情防控放开后的一段时间，我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

升，民众心理和医疗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压力最终承受住了，感染

高峰很快地到来又很快地过去了。城市感染高峰于今年 1 月上旬就已度过，

之后的春节返乡也未在农村造成大规模感染。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全国发热门诊诊疗人数和在院阳性重症患者人数分别于 12月下旬和今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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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达到高峰，然后持续并快速下降，至 1 月下旬已回落至疫情防控放

开前的超低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新冠疫情在 1 月底以前已经进入了尾声，

比先前市场广泛预测的于 3 月收尾大幅提前了 1 个月以上。 

笔者在 1 月初参考 7 个其他国家疫情在防控措施放开后的演变情况指

出我国疫情进入尾声时间，即人们生活基本上恢复疫情前正常状态时间的

两种可能性，一是 2 月中，二是 4 月中。现在看来，即使是 2 月中的较乐

观预测也落后于形势发展了。当时笔者还提出，若是 2 月中，则今年我国

经济将可能报复性地复苏；若是 4 月中，将恢复性地复苏。现 2 月中进入

尾声的条件已提前实现，报复性复苏的可能性自然上升。 

以 GDP 增速来衡量，所谓报复性复苏就是不仅增速恢复至当前阶段的

潜在水平区间，即 5 – 6%，而且还将去年相对于此水平的增长损失基本上

补救回来。这意味着去、今两年的年均增速进入 5 - 6%的潜在水平区间。

于是，无论是对年度还是季度来说，都可以去、今两年的 GDP 增速是否达

到 5%或以上来判断是否实现报复性复苏。 

那么在疫情已提前进入尾声的新形势下，今年我国经济将如何报复性

地复苏呢 ？ 

的确，随着疫情提前进入尾声，经济复苏的启动时间得以提前，经济

指标出现了早于预期的反弹。由于春节的时间每年有所不同，我国多年来

不在 2 月单独公布 1 月经济数据，而是将 1-2 月数据加总于 3 月中一起公

布，所以现在无从了解今年 1 月经济统计数据反弹的整体情况。但很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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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数据应该能够说明问题。1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从去年 12 月的 47.0 的

低位强劲反弹至 50.1，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 PMI 更从 41.6 的超低位

快速回升至 54.4，进入明显扩张区间。同时，1 月高频经济活动指数大幅

回升 20%以上。更有说服力的是，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

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 12.2%，其

中服务消费增长 13.5%，商品消费增长 10.0%；服务消费中旅行社及其他

服务和民宿消费分别飙升 130%和 74．%，商品消费中果品蔬菜、肉禽奶

蛋和酒茶饮料分别大幅上升 39.0%、28.6%和 18.7%。基于这些数据不难

推论，与去年 12 月相比，今年 1 月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强劲的复苏。 

但另一方面，疫情虽然进入了尾声，但疫情防控的余留措施，如戴口

罩和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以及人们的疫情后遗症恐惧心理仍然存在并继

续影响消费与经济，同时很多非疫情经济因素的改善也需要时间，1 月很

多消费与经济指标与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这意味着，

经济从疫情的复苏将是渐进式的，即使是报复性的复苏也将是逐步实现的。 

从人们出行的频率和市面上的喧闹程度来看，春节后至今疫情的遗留

影响进一步消退，经济反弹态势持续增强，2 月和 3 月的经济复苏步伐应

该加快。但鉴于上述复苏的渐进性，1 季度 GDP 增速将会高于去年 4 季度

的 2.9%和全年的 3.0%，但还难于达到报复性复苏的地步。预计 1季度GDP

增长 3.5%，比笔者 1 月初的预测高 1.5 个百分点；鉴于去年 1 季度 GDP

增速为 4.8%，去、今两年 1 季度 GDP 年均增速为 4.1%，离季度报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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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2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