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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抗疫的财政账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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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当前抗疫带来的财政压力究竟有多大，财政“家底”能否承受当前抗疫模式下带来

的全年收支冲击，是否意味着后续我们需要打开新的增量政策空间？对此有必要测

算抗疫的财政账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测算抗疫财政账本时，我们会放大极端情

况。因为，若在极端情况下，既有财政“家底”依然能够承担抗疫财政相关压力，

意味着我们的财政有足够余力应对既有疫情。 

 疫情防控影响财政收支的两条机制 

坚持严格“动态清零”总原则下，近期疫情防控呈现出来两点特征。一是局部城市

全域静态封控，以抑制病毒传播扩散。二是越来越多城市推进常态化检测，以求尽

早发现病毒，尽早有效控制。收入影响机制。全域静态管理对当地经济活动带来较

为直接影响，因而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财政收入。支出影响

机制。常态化核酸检测需要政府在核酸、抗原等方面支付相关费用，因而常态化检

测对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大财政支出。 

 测算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影响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三个省市经历过全域封控，分别是深圳（2022 年 3

月）、吉林（2022 年 3 月）和湖北（2020 年 2 月）。这三个地区恰好经历了为期 7

天、15 天以及 30 天封控，当月公共财政收入分别减收 7%、78%和 99%，政府

性基金收入平均减收 100%。我们将这三个参考样本，用以考察今年其它地区封控

时期财政收入受影响幅度。 

根据今年 4 月不同省市面临的实际封控时间，我们推测得到 4 月公共财政减收

2423 亿元，政府性基金减收 811 亿元，广义财政减收逾 3000 亿元。 

假设除上海、吉林外，后续月份全国各省都将在随机时点历经一次为期 15 天（第

二组假设为经历30天）的全域静态管理，则全年广义财政收入将减收 2.4万亿（第

二组假设测得结果是 2.7万亿）。当然，本文测算时假设今年全国各地均经历一轮全

域封控。我们认为这一假设在测算过程中是偏严格的，现实中不太容易出现这种大

范围封控。这种情况下，我们测算得到财政收入端影响约为 3 万亿。 

 全员核酸常态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 

全员核酸常态化，需要更多的医疗耗材、医护人员以及相关设备，这些需求并非平

常时期医疗资源能够满足。这就意味着，若各地开展全员常态化核酸检测，必然涉

及一笔额外的抗疫支出，这部分支出至少部分需要财政负担。我们将常态化核酸所

需费用拆解为五项，包括采样人员支出、核酸检测、抗原支出、采样亭支出以及备

用方舱支出。最终测算得到，在三轮一次核酸的模式下，全国每月新增支出 647亿

元，全年需要支出 0.7 万亿元。 

 抗疫财政账本的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今年 4 月防疫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大于 2020 年 1-2 月的月均水平；启

示之二，当前中国财政“家底”尚充足，或能覆盖今年抗疫带来的财政收支缺口，

目前中国财政尚有 2.4 万亿财政余钱，再加上超万亿的社保结余资金，覆盖今年抗

疫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压力并不大。当然，我们测算的前提是，本土疫情及政策

防控对经济的扰动不再进一步扩大。启示之三，从财政收支平衡视角，坚持“动态

清零”总原则不变情况下，未来更有效也更经济的抗疫模式值得探索。全域封控对

经济活动以及财政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常态化检测。并且全域封控对财政收入存在

非线性影响。这就意味着，通过高频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尽早发现传染源，精细

调控，控制传染范围，尽量压缩静态管理时长和地域范围，这或许是未来更加经济

也更加有效的抗疫路径。 

风险提示：疫情发展超预期；疫情应对方式超预期；测算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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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对本轮奥密克戎疫情，多数城市采用了更为严格的封控管理模式。进入 3 月以后，

国内多个大型城市进入全域静态管理。与此同时，不同地区采用更大范围以及更高频率的

核酸检测，以求更快捕捉疫情动态，尽早防控，尽量压低封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近期 4 月经济金融数据逐一公布，各项数据显示 4 月疫情及防疫扰动下，各项经济指

标有所下行。目前已经公布 4 月 PMI、通胀以及出口数据，这些指标描述的 4 月经济状态

并不乐观。 

疫情防控短期内的确约束了供应链，对生产和需求带来扰动，同时也给财政收入承压。

另一面，全员核酸模式推广也诉求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当前抗疫带来的财政压力究竟有

多大，财政“家底”又能否承受当前抗疫模式下带来的全年收支冲击，是否意味着后续我

们需要打开新的增量政策空间？这是目前市场极为关注的问题。 

本文测算疫情防控对财政收入和支出两端的影响，从而综合判断本轮疫情防控对财政

收支平衡带来的压力。以此为基础，我们测算 4 月抗疫带来的增量财政收支缺口，并探讨

全年财政收支压力量级大概维持在怎样一个水平，目前已有的财政“家底”能否消化这一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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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防控影响财政收支的两条机制 

本轮奥密克戎病毒隐匿性强，传播速度快，今年 3 月以来，我国疫情防控手段坚持

“动态清零”总原则。与此同时，本轮动态清零操作还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1.1 两种抗疫模式对财政收支带来影响 

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高、隐蔽性强，在中央 “动态清零”抗疫方针下，本轮封控管

力度明显加强，确诊人数一旦突破某个阈值，市区内就容易进入“全域静止”甚至“静

默”状态，整个城市生产出行活动按下暂停键。4 月以后，逾 10 个城市出现过全域静态

管理状态，包括南昌、长春等多个省会城市。测算 4 月疫情对财政影响时，我们必须考

虑全域静态模式。 

同时，近期有城市在极少数人确诊，抑或是无新增确诊时，就提前进入 “全域静

态”管理，譬如江苏宿迁、河南三门峡市1。测算全年疫情对财政影响，我们主要考虑全

域静态管理模式进一步扩散时，财政收入受影响几何。 

表 1：全域静态管理日益常态化 

地区 封控开始时间 持续天数 封控前一周确诊人数 

吉林省 吉林市 3月 21日 38  4126  

福建省 泉州市 3月 25日 27  542  

广东省 深圳市 3月 14日 7  461  

上海市 3月 28日 大于 40天 373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4月 21日 15  272  

广西省 百色市 2月 7日 8  179  

吉林省 长春市 3月 11日 48  135  

江西省 南昌市 4月 22日 3  101  

江西省 上饶市 5月 1日 大于 10天 73  

吉林省 四平市 3月 27日 28  53  

浙江省 金华市 4月 17日 12  43  

吉林省 白城市 4月 3日 26  33  

辽宁省 丹东市 4月 25日 大于 10天 28  

河南省 郑州市 5月 4日 大于 6天 23  

山西省 太原市 4月 3日 15  4  

安徽省 阜阳市 4月 5日 10  4  

内蒙古 包头市 4月 25日 4  3  

海南省 三亚市 4月 2日 23  3  

青海省 西宁市 4月 14日 13  2  

吉林省 松原市 3月 14日 28  2  

江西省 宜春市 5月 8日 大于 3天 1  

吉林省 辽源市 4月 10日 9  1  

河北省 三河市 4月 27日 大于 12天 1  

安徽省 六安市 4月 4日 16  1  

安徽省 芜湖市 4月 17日 7  1  

江苏省 宿迁市 4月 1日 13  0  

                         
1 三门峡全域静态管理前一周有 1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宿迁则有 8 例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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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三门峡市 4月 27日 3  0  
 

资料来源：各城市防控疫情应急指挥部，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必须看到的是，目前中央也在强调构建全员“常态化”核酸检测。 

一般来说，全员核酸应在疫情密集发生地区开展。而现阶段，目前很多暂且尚未发现

疫情的城市，为了提早筛查新增确诊病例，也开始进行全民核酸，譬如太原、芜湖均开展

过五天一轮的全民核酸检测。 

郑州市则更进一步，明确后续将每月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重要节日后也开展一次
2，着实将核酸检测融入居民生活的日常之中。 

我们认为，年内或有更多城市全员“常态”化核酸检测。评估抗疫对财政收支影响，

我们要充分考虑常态化核酸检测对财政支出的诉求。 

表 2：全员核酸日益常态化 

省份 全员核酸检测开始日期 全员核酸前一周新增 检测频率 

北京 5月 5日 335 7天 

杭州 4月 28日 84 2天 

山东省 5月 5日 29 7天 

深圳 4月 5日 20 3天 

郑州 4月 25日 7 1月 

南昌 5月 3日 5 2天 

绍兴 4月 30日 2 2天 

太原 5月 10日 0 5天 

芜湖 4月 27日 0 5天 

苏州 5月 5日 0 3天 

武汉 5月 3日 0 3天 

宁波 5月 5日 0 2天 

淮南 5月 1日 0 5天 

福州 4月 9日 0 2天 
 

资料来源：各城市防控疫情应急指挥部，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1.2  评估防疫对财政收支影响的总思路 

抗疫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具备双重影响。 

疫情防控，尤其是全域静态管理将在短期内约束当地经济活动，影响当地经济增长和

居民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评估抗疫对财政收入影响时，我们主要关注全域静态管理

对财政收入影响。 

疫情防控需要核酸检测、医护人员补贴等花销，这势必加大财政对相关领域的支出。

评估抗疫对财政支出端影响时，我们主要关注常态化检测需要支付的财政支出。 

测算抗疫对财政支出端影响并不难，厘清常态化核酸检测及相关支出所需支出，便可

框定出抗疫相关财政支出规模。相对困难的是测算抗疫对财政收入端的影响。 

                         
2 摘取自最新发布的《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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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直观理解，测算全域封城对财政收入端影响，最直接的测算方法应该是先观察疫

情对经济增速扰动，再跟踪经济增速对财税收入的影响。然而仔细观察抗疫期间中国财政

账本运行，财政收入下降，除了疫情干扰经济活动之外，还有全国减税降费的节奏干扰。

因此我们比较难从生产端推导财政收入影响。 

测算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影响，更值得参考的是地区经验。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反复经历局部本土疫情扰动。在此过程中，有三个省市曾

进入全域封控状态，分别是 2022 年 3 月的吉林省、深圳市以及 2020 年 2 月的湖北省。 

2022 年 3 月深圳全市则经历了为期 7 天的封控管理，2022 年 3 月吉林省有 60%的常

住人口经历了为期 15 天的封控管理。2020 年 2 月湖北省几乎全省人口经历了为期 29 天

的封控管理。 

以上述三个省市作为对照，我们分别可以得到封控 7 天、15 天和 30 天时间，一个地

区的财政收入可能的下降幅度。将地区情况推演至全国，我们就能够测算得到全国不同情

境下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表 3：本轮封控力度明显加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2021.5.11） 新一轮核酸筛查和区域管控后的防控方案 

区域划分 

·划分为中高风险区域以及低风险区域 

·高风险地区：累计病例超过 50例，14天内有聚集性疫

情发生为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14天内有新增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不

超过 50例 

·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以外地区 

·划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 

·封控区：报告阳性感染者所涉的居民小区（单位和场所）

及相邻风险较大的区域。 

·管控区：病例发病前 2天或无症状感染者检测阳性前 2天

活动区域，一般封控区所在街镇的其他区域判定为管控区 

·防范区：除封控、管控区以外地区 

不同区域管理管

理方式 

·中高风险地区实施全封闭管控的社区 

·所有人员不进不出，车辆禁止出入； 

·封控区 

·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门磁管理、服务上门” 

·中高风险地区未实施全封闭管控 

·仅保留一个出入口，非必要不外出，非本区域人员、车

辆禁止进入； 

·管控区 

·实行“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 

·低风险地区 

·合理设置出入口，严防居民聚集性活动 

·防范区 

·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 

 

资料来源：卫健委，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2 测算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影响 

2.1 测算全域静态管理对全年收入影响 

前文我们曾提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疫情零星出现时，就开始全域封控。若按这种常

态化封控模式推衍，全国各个地方可能在今年面临一次全域封控，我们对封控区域做出两

组假设。两组假设最大差异在于封控涉及的人口和地区范围不同。 

第一组假设，全域封控发生在全国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人口密度较高、经济活动

活跃的省市容易受到疫情侵袭，2021年全国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在基本都曾发生过疫情。若

未来实施较为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或可最先进入封控状态。  

第二组假设，全域封控发生在全国各个省（几乎涉及所有人口）。相较第一组，这一

组封控范围明显放大，相当于全国所有人都将在年内经历一次封控。 

两大组假设下，我们再区分三类情况，主要针对封控时间做出情况分类和假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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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的封控时间，对经济和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差异极大。 

2020 年以来经历封控的三个省市，深圳（2022 年 3 月）、吉林（2022 年 3 月）和武

汉（2020 年 2 月），这三个省市恰好对应为期 7 天、15 天以及 30 天的封控。将这三组省

市封控时期财政收入影响，作为封控时期不同（7 天、15 天、30 天三类情况）的参照样

本。 

表 4：“全域静态”管理时间对财政收入影响 

封控时间 7天 15天 30天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7% -78% -99% 

依据城市及时期 深圳市 2022.03 吉林省 2022.03 湖北省 2020.02 

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 -100% 

依据城市及时期 深圳市 2022.03、吉林省 2022.03、湖北省 2020.02均值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及测算；注：①吉林省仅有 60%常住人口经历封控，其公共财政收入原值为-48%，

后续测算我们按（-48%/60%）进行调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理。②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均值实际为-109%，此处按

-100%计算。 

 

最终，我们得到测算结果。 

第一组假设下，全国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面临封控，并且封控期分别为 7 天、15 天

以及 30 天，则全年财政收入将减收 0.7 万亿-1.3 万亿。 

第二组假设下，全国所有地区均面临 7 天、15 天以及 30 天封控，则全年财政收入将

减收 1.3-2.7 万亿。 

显然，若全域静态管理不再限于局部省市，而是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对全年财政收入

的影响将达到万亿级别（全年维度）。而且持续时间越久，财政收入受冲击越大。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策略效率较高，全国层面铺开封控的可能性低，全国

层面财政收入影响大概率小于万亿级别。 

表 5：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端影响测算（两组影响范围假设，三类封控时间假设） 

组别 公共财政收入减收 政府性基金收入减收 合计 

封控主体 持续时间 （单位：亿元） 

仅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

市 

全域静态管理 7天/年 3399 3902 7301 

全域静态管理 15天/年 7461 3902 11363 

全域静态管理 30天/年 8686 3902 12588 

全国地区 

全域静态管理 7天/年 4556 8520 13076 

全域静态管理 15天/年 15023 8520 23543 

全域静态管理 30天/年 18180 8520 26699 
 

资料来源：各省级财政厅，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及测算；注：①计算公共财政减收时，已考虑地方上缴中央部分同步减收；②本测算已单独考虑上海、吉林

本轮减收影响；③测算时考虑了潜在收入增速。 

 

2.2 测算全域静态管理对 4 月财政收入影响 

今年 4 月，上海、吉林以及其他共计 17 个省份都处于不同程度封控管理之中。4 月全

月新增确诊人数（6.5 万人）直逼 2020 年 2 月水平（6.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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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财政数据仍未披露，即便后续披露，4月实施较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我们也很

难从数据中直观感受到疫情冲击。由此，我们仍单独测算这一特殊时期，全域静态管理对

财政收入的冲击。 

我们仍然参考深圳、吉林、湖北省，根据这三个省份在不同封控时间下的财政收入表

现，计算 4 月各个封控地区的财政减收规模，最终汇总得到 4 月全国广义财政收入将减收

多少。 

另外值得注意，上述 17 个省份中，有省份并非 100%所有人口受封控管理。譬如浙江

仅有金华市开展全域静态管理，其人口仅占浙江省常住人口比重 11%。确定其减收程度时，

需要细化考虑实际的人口占比。 

最终，我们得到 4 月全域静态管理状态下，公共财政或将减收 2423 亿元，政府性基

金将减收 811 亿元，广义财政总共减收约 3000 亿元。  

表 6：4 月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影响测算 

封控城市说明 
4月封控

天数 

封控常住人口

占比 

2021年 4月一

般公共预算（亿

元） 

预计减收 

（亿元） 

2021 年 4月政

府性基金预算 

（亿元） 

预计减收 

（亿元） 

浙江省 金华市 12 11% 908  -133  886  -96  

上海市 全市 30 100% 958  -1637  314  -314  

山西省 太原市 15 15% 219  -46  82  -13  

青海省 西宁市 13 42% 57  -32  17  -7  

内蒙古 包头市 4 1% 200  0  35  0  

辽宁省 丹东市 4 5% 266  -2  87  -4  

江西省 
南昌市、上饶市、

宜春市 
8 40% 290  -15  211  -83  

江苏省 宿迁市 13 6% 1065  -84  1136  -67  

吉林省 

吉林市、长春市、

四平市、白城市、

松原市、辽源市 

30 71% 113  -137  73  -52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0 32% 102  -44  31  -10  

河南省 郑州市、三门峡市 3 15% 398  -8  216  -32  

河北省 三河市 3 1% 293  0  234  -3  

海南省 三亚市 23 10% 90  -16  39  -4  

福建省 泉州 20 21% 365  -132  222  -47  

安徽省 皋阳+六安+芜湖 15 27% 388  -139  293  -78  

合计 广义财政减收 -3233.4  
一般公共预算减

收 
-2422.8  

政府性基金减

收 
-810.6  

 

资料来源：各省级财政厅，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注：①计算公共财政减收时，应考虑地方上缴中央部分同步减收，因此出现预计减收大于上一年本级收入

情况。②部分省份单月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可得，用全年收入/12 替代。 

 

2.3 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规律 

我们测算全域静态管理时，主要采用的参考样本是湖北（2020 年 2 月）、深圳（2022

年 3 月）、吉林（2022 年 3 月），我们发现这三个城市封控时财政收入下降存在一些有趣

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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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全域静态管理天数和财政收入减收，两者非线性相关。吉林封控15天，公共财

政收入减收幅度显著高于封控 7 天深圳减收的两倍。这可能意味着，短期封控对企业生产

停工影响有限，而一旦突破 7 天的临界值，会实质性影响企业生产活跃程度，也会让政府

加大企业税费缓缴力度，进一步拉低当月收入。 

其二，卖地减收与静态管理天数没关系，与当月是否实施了静态管理相关。 

深圳封控 7 天，其政府性基金减收幅度却高于吉林省，可能一次封控将导致当月拍地

活动的延后甚至终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测算中，用这三个省份减收均值-100%作为参

照。 

图 1：深圳、吉林和湖北三个省市，封控期间税收收入下掉幅度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财政部，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注：其中吉林省同比已根据封控人数占比调整。 

 

图 2：深圳、吉林、湖北三个省市封控期间政府性基金收入几乎为 0 

 
资料来源：财政部，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注：其中吉林省同比已根据封控人数占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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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算全员核酸常态化对财政支出影响 

3.1 全员核酸的五类费用构 

我们将全员核酸所涉及的开支拆解为以下五项。 

第一项，采样点建设费用。常态化意味着核酸检测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为实现遍布

街头的便民采样点，建成 15 分钟核酸采样圈，需要采购建设一批“核酸采样亭”。 

第二项，采样人员补贴支出。采样点布置完毕后，将涉及大量采样人员的招募，以满

足常态化核酸采样点的运营。 

第三项，核酸检测支出。采样后将送检相关检测机构，检测费用也将大幅提升。 

第四项，抗原检测支出。目前抗原检测试剂的发放也将作为筛查的补充手段，利于疫

情的“早发现”。 

除上述支出外，我们在测算中额外增加一项备用方舱的建设费用。目前国家对于方舱

医院的要求是保证每个省能够至少有 2-3 家方舱医院。即便现在没有建设，也要拿出建设

方案，确保在需要启用方舱医院的时候，能够在两天之内建成并且投入使用。虽然方舱并

非全员核酸所需开销，但属于一笔“计划外”的抗疫费用，我们一并计算在内。 

表 7：常态化检测支出构成 

支出构成 说明 

采样点建设费用 ·常态化核酸采样亭的采购及建设。 

采样人员补贴支出 ·核酸采样人员及辅助人员补贴。 

核酸检测支出 ·实验室检测服务费用，包括检测耗材、核酸检测、核酸提取、检测人员补贴等。 

抗原试剂支出 ·不进行核酸检测时，发放抗原给居民自测。 

备用方舱建设 ·出现大面积疫情后，及时转移轻症患者，避免医疗资源挤兑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3.2 测算常态核酸检测支出 

目前各地疫情形势不同，常态化核酸方案也不同，检测频率从 2 天/轮到一个月一轮不

等，我们在测算中，假设检测频率为 3 天/轮，其中 1 天核酸检测+1 天抗原检测。同时，

假设每轮核酸检测均为混检，忽略混检异常后单管单检复核的费用。 

在上述假设下，我们得到五项费用的年度支出： 

第一，采样点建设每年新增支出 120 亿元。 

目前，常态化核酸采样点主要固定采样点、流动采样点和便民采样点。固定采样点主

要包括了医院、疾控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流动采样点主要以“餐车”

的形式设置在机场、地铁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便民采样点以“书报亭”的形式遍布在

社区、商场、办公区等地。本次测算的采样点建设费用，为“采样亭”的采购及建设支出。

参照无锡出台的核酸采样小屋管理标准，每个采样亭覆盖 3000 人，成本为 4 万元，一年

需要新增支出 1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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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采样人员补贴支出一年新增 1201 亿元。 

采样人员主要为医务人员，但随着常态化检测的推进，目前部分城市采样人员较为紧

缺，普通群众接受培训后也可参与采样工作。 

根据国家要求及补贴政策，每次采样需要 2 名采样人员（300 元/人/天）和 1 名信息

录入人员（200元/人/天），一小时可采集 120人样本。按一天工作 6小时计算，每人采样

一次需要花 1.1 元，全国需要为采样人员补贴支出 1201 亿元。 

第三，核酸检测一年新增支出 3680 亿元。 

检测机构主要为医院及第三方检测机构，我们采用目前全国混合核酸检测最低价格

3.4 元（北京、河北）作为测算核酸检测支出的单价，该价格包括检测耗材、实验室检测

服务等费用，最终测算得出全国一年核酸检测支出为 3680 亿元。 

第四，抗原试剂每年新增支出 2138 亿元。 

按 4 月末公开披露的抗原采购最低价 3.95 元/人，覆盖城市人口达 50%计算，全国一

年采购抗原试剂支出达 2138 亿元。 

第五，备用方舱的全年新增支出 254 亿元。 

方舱医院建设有改造和新建两种建设方式，它们对应每个方舱床位价造价为 3.7 和 9.3

万元/个3，若方舱医院建设方式中新建和改造各占比一半，一个床位建设费将达到 6.5 万

元/个。通过广州、长沙、哈尔滨、郑州等城市已规划建设备用方舱医院床位数量对应城市

人口数量，得出平均每 3597 人配套一个备用方舱床位。可以人均 18 元一个床位费，方舱

一年将花费 254 亿元。 

综合上述测算，在三天一轮核酸的模式下，全国每月新增支出 647 亿元，全年需要支

出 0.7 万亿元。 

表 8：常态化防疫支出测算结果（3 天/轮， 1 天核酸+1 天抗原） 

项目 费用 覆盖人数 人均单价 
全国月度支出

（亿元） 

全国年度支出

(亿元) 

采样点建设费用 ·4万元/个 ·覆盖 3000人 13元/人/年 20  120  

采样人员补贴 

·800元/天 

（每次采样需要 2名采样

人员和 1名信息录入人

员： 

采样人员：300/天*2 

，信息录入人员：200/

天） 

 

 

·720人/天 

（一小时可采集 120人样

本，按一天工作 6小时计

算，一天可检测 720人） 

1.11 元/人/次 100  1,201  

核酸检测 
·3.4元/次 

（含耗材与检测费用） 

·1人次 

（目前混检最低价） 
3.40 元/人/次 307  3,680  

抗原试剂 ·3.95元/支 
·1人次 

（目前最低采购价） 
3.95 元/支 178  2,138  

备用方舱 

·新建床位：9.3万元/个 

·改建床位：3.7万元/个 

·平均：6.5万元/个 

·单位病床对应 3597人 

（除上海、吉林外的人均床

位覆盖人数） 

18元/人/年 42  254  

合计 —— —— —— 647  7,394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注：其中方舱、采样亭月度支出摊销时间为 6 个月。 

                         
3 根据各个城市公布方舱单价数据，取均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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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抗疫财政账本的三点启示 

抗疫财政账本测算，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今年 4 月防疫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大于 2020 年年初。 

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4 月公共财政或将减收 2423 亿元，政府性基金或将减收 811

亿元，广义财政将累计减收 0.3 万亿元，同比增速-12.2%。 

2020 年 1-2 月，疫情始发于武汉，冲击全国生产活动，当时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减收

3880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减收 1762 亿元，广义财政减收 0.6 万亿，同比达-11.6%。 

仅从直接的广义财政收入来看，今年 4 月财政收入所受冲击几乎持平于 2020 年 1-2

月。然需注意，我们的测算仅针对实施了静态管理的城市，有些城市采用分区封控，虽未

实施全域静态，然而这部分城市的财政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充分考虑非全域静态管理之外的城市也面临财政收入下降，则今年 4 月疫情之下，

全国财政收入下滑幅度逾 0.3 万亿，高于 2020 年年初两个月的月均财政收入下滑规模。 

图 3：疫情对今年 4 月财政收入扰动超过 2020 年初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注：此处测算同比仅代表疫情造成的财政收入减收，不包括 4 月留抵退税对

公共财政收入扰动，实际同比或更低。 

 

启示之二，当前中国财政家底尚足，正常情况下能够覆盖今年抗疫带来的财政压力。 

针对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常态化核酸检测或许是未来中国抗疫

的有效手段之一，譬如郑州最近发布的《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2.0 版)》，已明确将日

常核酸检测常态化。 

根据我们测算，若常态化核酸检测覆盖 9 亿城镇人口（其中抗原覆盖率为 50%），则

全年常态化核酸检测将带来 0.7 万亿左右财政支出。仅这部分财政支出，并不会给财政收

支平衡带来太多压力。财政平衡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收入端。 

疫情防控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与静态管理模式适用范围和持续时间有关。简单推

算，若全国所有省市均经历为期一个月的全域封控，则全年广义财政减收 2.7 万亿。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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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域静态管理只限于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并且封控时间只维持 15 天，则广义财政减收

1.1 万亿左右。 

按照我们对全域静态管理的假设测算，再加上常态化核酸带来的财政支出，最终抗疫

将加大全年财政赤字 1.8-3.4 万亿，其中 3.4 万亿是极端封控模式下的测算结果。 

目前中国财政尚有2.4万亿财政余钱（具体测算，我们可以在下一篇专题详细论述），

再加上超万亿的社保结余资金，覆盖抗疫带来的临时性财政收支缺口，压力并不大。当然，

这种覆盖需要一个前提，疫情防控对经济行为扰动不再进一步深化。 

后续财政收支平衡还有两点需要跟踪关注。一是后续若能打开增量政策空间，例如启

用特别国债发行等，则今年财政能够更加从容应对抗疫压力；二是后续土地出让金收入规

模几何。土地出让金越稳，财政腾挪空间越大。 

图 4：最严格疫情防控方式下，2022 年广义赤字预计将达 13 万亿 

 
资料来源：财政部，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 

 

启示之三，从财政收支平衡视角，坚持“动态清零”总原则不变情况下，未来更有效

也更经济的抗疫模式值得观察。 

根据我们测算，财政花在常态化检测方面的支出相对确定。常态化核酸检测支出中，

抗原试剂费用占比近三成，若减少抗原检测频次，亦或下调抗原单价，实际上全年常态化

检测支出或将低于 0.7 万亿。 

抗疫对财政收支的压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影响。采用全

域静态管理的省市数量越多，涉及范围越广，时间越长，财政收入降幅就越大。不仅如此，

全域封控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呈现典型的非线性特征。我们观察到如下两点特征： 

第一，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深刻的经济联动，越多地区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实体经济受

抑程度越深。简单而言，两个省市全域静态管理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力度，二倍于单个省市

面对全域管理时财政收入下降幅度。 

第二，一个地区全域静态分控哪怕只有 7 天，当月该地区土地出让金几乎降至零值。

这就意味着，哪怕一个地区零星分时段全域封控，全年加总的封控时间并不长，但对土地

出让金的冲击程度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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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短期内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压力，更多压力来自财政收入端下降。财政抗疫支

出增加，倒不构成财政收支的主要压力来源。 

全域封控地区越多、维系时间越长、开展频率越高，财政收入端压力便越大，并且这

种压力呈现非线性上行态势。这就意味着，通过高频次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尽早发现传染

源，精细调控，控制传染范围，尽量压缩静态管理时长和地域范围，这或许是未来更加经

济也更加有效的抗疫模式。 

图 5：抗原试剂支出占常态化检测支出三成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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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疫情发展超预期。若后续疫情出现进一步变异，全国封控范围及持续时间可能超出

本文测算预期。 

2）疫情应对方式超预期。后续面对疫情，若疫苗、特效药加速研发入市，本文所指抗

疫方式或松动，财政收支压力或减轻。  

3）测算偏差。楼市、土地市场若未如期回暖，土地出让收入减收，财政收支缺口将超

出本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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