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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继续改善，产需尚待修复 
 

国金宏观联合数字未来 Lab，疫后复工跟踪系列报告第二期：保通保畅、稳定供

应链等措施持续推进，物流继续改善、产需尚待修复。 

 疫情有所反复、部分地区感染人数增多，保通保畅、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进 

近期疫情有所反复，部分地区新增感染人数增加。本周（4 月 17 日至 23 日），

全国本土新增新冠肺炎感染人数达 14.9 万人、较上周下降 19%；但 4 月 22、23

日全国日均新增感染人数反弹至 2.4 万人，高于其前 5 天日均新增感染人数 1.9

万，指向疫情反复迹象。其中，江苏、黑龙江、河北、浙江等 11 个省市本周新

增感染人数较上周有所增加，其余省市本周新增感染人数较上周不同程度下降。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维护农业生产、稳定产

业链供应链等。4 月 1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强调，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的同时，围绕实现民生托底、货运畅通、产业循环等部署重要举措，

强调要抓好春耕生产、维护农业生产、人员物资流通秩序等。上海也强调，要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障复工复产城市核心功能正常运行，全力恢复生产。 

保通保畅加快推进、关停收费站大部分重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措施稳步开展。
本周，国务院召开保通保畅、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相关工作会议，加快推进物流
通畅；截至 4 月 22 日，各省市高速公路共关闭收费站仅剩 16 个，较 4 月 10 日
减少 662 个。保通保畅的同时，国务院也明确强调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抓好重
点企业供需，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等重点产业及外贸企业白名单。 

 公路物流持续改善、长三角船舶活动减弱，出行活动有所恢复、但消费低迷 

货运和卡车物流情况持续改善。本周（4 月 17 日至 23 日），全国整车货运流量

指数达 89、较上周回升 5.2%，除黑龙江、宁夏、青海等 9 个省市较上周回落

外，其余省市均回升。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全国卡车物流强度本周为

13.2、高于上周的 11.96；其中，东北、华东等卡车物流强度均不同程度回升。 

长三角海域船舶航行活动有所减弱，或仍受疫情干扰，后续情况仍需密切跟踪。

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4 月 24 日，长三角海域船舶平均速度 4.39 节、较

4 月 17 日的 4.87 节回落近 10%，但较 4 月 13 日低位回升近 67.6%。主要类型

船只散装船、集装箱船平均速度周环比分别下降 8.2%、20.5%；但较低位仍有回

升，4 月 24 日散装船、集装箱船平均速度较低位分别增长 51.1%和 103.3%。 

城市出行活动有所恢复，但餐饮消费依然低迷，一线城市消费继续放缓、二线城

市恢复情况边际改善。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上周（4 月 16 日至 4 月 22

日），城市出行恢复强度有所回升，其中新一线和三线城市出行恢复相对明显、

一线城市恢复相对缓慢。本周，城市餐饮恢复强度继续回落，一线城市回落幅度

相对较大；同时，一线城市外卖恢复缓慢，其余城市外卖恢复强度均持续回升。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超预期，数据统计存在误差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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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追踪：部分地区疫情反复，保通保畅等持续推进 

近期疫情有所反复，部分地区新增感染人数增多。本周（4 月 17 日至 23

日），全国本土新增新冠肺炎感染人数达 14.9 万人、较上周下降 19%；但 4 月

22、23 日全国日均新增感染人数回升至 2.4 万，高于其前 5 天日均感染人数

1.9 万，指向疫情反复迹象。相较上一周，江苏、黑龙江、河北等 11 省市本周

新增感染者人数增多，其余省市本周新增感染人数均不同程度下降。 

 

图表 1：近期，新增感染人数出现反复  图表 2：近一周江苏、河北等 11 省感染人数增加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上海新增感染人数尚在高位，社会面新增感染人数波动下降。本周（4 月
17 日至 23 日），上海新增感染人数达 14.2 万人、较上周下降 18.9%；但 4 月
22、23 日，上海日均新增感染人数为 2.1 万人左右，高于 19 日至 21 日平均单
日新增 1.8 万人。社会面新增感染人数波动下降，风险人群排查新增感染人数
本周进一步下降至 2690 人、较上一周下降 56.1%。 

图表 3：上海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尚在高位  图表 4：上海风险人群排查新增感染人数波动下降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上海发布、国金证券研究所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维护农业生产、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4 月 1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强调，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同时，围绕实现民生托底、货运畅通、产业循环等部署
重要举措，强调要抓好春耕生产、维护农业生产、人员物资流通秩序等。上海
也强调，要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障复工复产城市核心功能正常运行，
全力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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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全国抗击新冠疫情政策 

 
来源：中国政府网、新华社、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6：上海抗击新冠疫情政策 

 
来源：上海发布、国金证券研究所 

 

采取封控措施地区增多、更多地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防范疫情扩散。截

至 4 月 22 日，全国有 53 个的区域、涉及 19 省市及 3.5 亿常住人口，实施各

类管控措施；所涉及地区 GDP 占比合计约 39%，较上周提升 4%。据不完全

统计，3 月初至 4 月 22 日，全国 53 个城市平均开展 5 次以上全员核酸检测、

时间 总方针 新冠检测 隔离措施 生产生活 疫苗接种

2022/3/22

坚持既定的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

要求在划定区域范围内

的核酸检测一律在24小

时之内要完成

坚决采取果断措施，疫情发

现要更早，疫情处臵要更

快，落实防控措施要更实

服务群众要更到位
始终做好个人防护，积极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

2022/3/25
继续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

提高疫情监测预警和应

急反应能力，科学组织

核酸和抗原检测

推动感染者应收尽收、密

接人员应隔尽隔

保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

稳有序，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继续有序推进新冠疫苗接

种，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2022/4/1
始终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

加快区域协查和风险人

员排查，分区分级做好

差异化精准防控

未提及

保证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

序，多渠道、多方式保障

百姓就医需求

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022/4/6

继续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犹豫

不动摇

快字当头，加紧推进重

点地区应检尽检、应

收尽收、应隔尽隔、

应治尽治

地要加强隔离点和方舱医

院储备，提升规模性疫情

处臵能力

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保障居民基本生

活和就医需求

尽快全程接种疫苗、尽快完

成加强针的接种，应种尽种

2022/4/12

继续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犹豫

、不动摇

要以快制快，加快核

酸检测、方舱医院建设

、感染者收治，尽快阻

断社会面传播

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尽

可能的把这些人集中到定

点的隔离点去隔离观察

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

和就医购药需求，积极帮

助排忧解难

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特

别是加快推进老年人接种

2022/4/19

继续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 “动态清零”

总方针

未提及 未提及

要切实保障好就医用药、

食品供应…维护农业生产

和人员物资流通秩序，确

保不误农时抓好春耕生产

加快推进老年人接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时间 总方针 新冠检测 隔离措施 生产生活

2022/4/16
坚定不移执行“动态清

零”总方针
未提及

坚决果断推进“四应四尽”，不打
折扣、没有例外...刻不容缓加快

转运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坚决
遏制病毒传播扩散

未提及

2022/4/17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未提及

千方百计扩充隔离用房，实现应转

尽转、日清日结

多关心群众的困难，切实保障好就医

用药、食品供应，畅通应急救助电话
和就医“绿色通道”

2022/4/18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未提及
要强化对防控政策的理解和执行，
转运收治不打折扣、没有例外，切

实做到应转尽转、日清日结

更好满足居民生活物资和就医用药等
基本需求

2022/4/19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促进“采、送、检、报、转
、收”各环节紧密衔接

依法转运收治阳性感染者、隔离密

接者，确保“四应四尽”、日清日
结

在物资保供、物流配送、就医购药等
方面，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2022/4/20
坚定不移执行“动态清

零”总方针

进一步强化“采、送、检、

报、转、收”各环节高效紧
密衔接

坚决做到“四应四尽”...确保应转

尽转、日清日结
未提及

2022/4/21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加快阳性感染者从报告到转
运的流程

千方百计加快阳性感染者的转运收
治、密接人员的转运隔离，确保“

四应四尽”、日清日结

及时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保
障好基本生活

2022/4/22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压茬推进全员筛查...第一
时间把风险人群筛出来

继续做好转运收治、隔离管控，刻

不容缓转运收治感染者，千方百计
扩充隔离房源

保障复工复产和城市核心功能的正常
运行

2022/4/23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犹豫不动摇

扎实做好核酸筛查
坚决落实阳性感染者应收尽收，严
格做到逢阳必转、日清日结

在抓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全力恢复生产

副总理孙春兰指导上海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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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新增 10 城；新增城市主要集中于本周感染人数增多的安徽、本周平均

已开展近 3 次全员核酸检测。 

 

图表 7：部分封控省市 GDP占比  图表 8：部分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城市及检测轮次  

 

 

 
来源：新华社、各地政府网、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新华社、各地政府网、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保通保畅加快推进、关停收费站大部分重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措施稳步
开展。本周，国务院召开保通保畅、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相关工作会议，加快
推进物流通畅；截至 4 月 22 日，各省市高速公路共关闭收费站仅剩 16 个、较
4 月 10 日减少 662 个，关停收费站主要集中于疫情蔓延的江苏、河北等地。
保通保畅的同时，国务院也明确强调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抓好重点企业供需，
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等重点产业及外贸企业白名单。 

图表 9：近期保通保畅、稳定产业类供应链政策   图表 10：各地收费站关停数大幅下降  

 

 

 

来源：交通运输部、吉林市工信局、上海经信委、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疫后复工：公路物流持续改善、长三角船舶活动减弱 

货运和卡车物流情况持续改善。本周（4 月 17 日至 23 日），全国整车货

运流量指数达 89，较上周回升 5.2%；多数省市货运流量指数较上周不同程度

回升，黑龙江、宁夏、青海等 9 个省市较上周有所回落。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

据显示，主要反映建材运输活动的全国卡车物流强度本周值为 13.2、明显高于

上周的 11.96；其中，东北、华东等卡车物流强度均不同程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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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本轮核酸检测轮次

常住人口 全员核酸检测轮次

部门 时间 文件/会议 主要内容

国务院 2022年4月10日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
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
保畅工作的通知》

①不得随意限制货运车辆和司乘人员通行，
不得以车籍地、户籍地作为限制通行条件
②疫情严重地区加快设立启用物资中转调运
站、接驳点或分拨场地…对需跨省域设立
的，相邻省份要给予支持。

交通运输部 2022年4月11日
交通运输部视频调度
会议

从严从紧统筹做好公路交通疫情防控和保通
保畅工作，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确保交
通网络不能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能断、
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能断

交通运输部 2022年4月15日
《11项举措力保水路
运输稳定畅通》

统筹做好水路运输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和保
通保畅工作，全力保障粮食、能源、化肥等
重点物资和集装箱水路运输稳定畅通…

国务院 2022年4月18日
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
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电视电话会议

①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
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
②要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建立汽车、
集成电路、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农用物资
、食品、医药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

国务院物流保
通保畅工作领

导小组
2022年4月19日

《关于保障物流畅通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的若干措施》

①要共同抓好过度防控问题整改，全力确保
交通网络畅通有序
②要共同抓好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全力支撑
重点区域经济运行…
③要共同抓好重点企业供需对接，全力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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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持续回升  图表 12：全国卡车物流强度持续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多省本周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疫情反复下，部分生产边际改善、总体工业产需尚待修复。本周（4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石油沥青开工率较上周回落 2.3 个百分点至 25.1%；水泥粉
末开工率较上周回升 2.2 个百分点至 53.1%；相较之下，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收
于 171，较上周下降 0.4%，但中南地区水泥价格指数较上周上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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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石油沥青开工率回落  图表 15：水泥粉末开工率持续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小幅回落  图表 17：中南地区水泥价格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长三角海域船舶航行活动有所减弱，后续仍变化需跟踪。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4 月 24 日，长三角海域船舶平均速度 4.39 节、较 4 月 17 日的
4.87 节回落近 10%，但较 4 月 13 日低位回升近 67.6%。主要类型船只散装船、
集装箱船平均速度周环比分别下降 8.2%、20.5%；但较低位仍有回升，4 月
24 日散装船、集装箱船平均速度较低位分别增长 51.1%和 103.3%。 

 

图表 18：长三角海域船舶航行有所减弱  图表 19：散装船、集装箱船占比较高(4月 24 日)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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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散装船平均速度环比下降  图表 21：集装箱船平均速度环比下降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城市出行活动有所恢复，但餐饮消费依然低迷，一线城市消费继续放缓、
二线城市恢复情况边际改善。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上周（4 月 16 日至
4 月 22 日），城市出行恢复强度有所回升，其中新一线和三线城市出行恢复相
对明显、一线城市恢复相对缓慢。本周，城市餐饮恢复强度继续回落，一线城
市回落幅度相对较大；同时，一线城市外卖恢复缓慢，其余城市外卖恢复强度
均持续回升。 

图表 22：出行恢复强度有所回升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疫后复工跟踪系列 

- 9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23：餐饮恢复强度不同程度回落  图表 24：除一线城市外，外卖恢复强度均持续回升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疫情反复超预期。疫情扩散快、无症状感染者较多等，加大疫情防控难度
和疫情演绎的不确定性。 

2、数据统计误差或遗漏。一些数据指标，可能存在统计或者处理方法上的误差
和偏误；部分数据结果也可能受到样本范围、统计口径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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