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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弹，影响如何？ 
 

复工跟踪系列报告第 13 期：全国新增感染增多、部分地区加强常态化核酸检

测，产需活动恢复暂缓、商品房销售回落，城市出行延续向好、线下消费修复。 

 全国新增感染人数增多、部分地区加强常态化核酸检测，产需活动恢复暂缓 

全国新增感染人数有所增多，采取封控等措施的地区增加。本周全国本土新增感

染人数 2535 人，较上周提升 145%，主要缘于安徽、江苏、上海等地新增感染

人数显著增加、分别较上周提升 1.3、1.9、6.7 倍。受疫情反弹影响，本周采取

封控措施的地区明显增加，处于封控地区 GDP占比较上周提升 3.7 个百分点。 

疫情反弹下，部分地区加强常态化核酸检测，北京等地强化疫苗接种要求。本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表示要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河北省继续跟

进常态化核酸检测降频、暂停等工作。但安徽疫情反弹下，合肥恢复已取消的常

态化核酸检测、芜湖提高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同时北京从严落实疫苗接种防控

措施，要求一线防控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养老机构人员等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工业生产恢复暂缓，投资需求、地产销售有所回落。本周水泥粉磨开工率较上周

回落 1.6 个百分点至 55%，焦炉生产率连续第三周回落、较上周下降 2 个百分点

至 76%；本周水泥出货率回落 0.7 个百分点至 63%，钢材表观消费量较上周回

落 4.3%。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较上周回落 44%，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分别

较上周回落 34%、53%、29%；100 大中城市土地成交回落 11.7%、延续低迷。 

 疫情反复下，航班、物流恢复强度回落，但城市出行、线下消费仍持续恢复 

疫情反复下，执行航班有所回落，物流恢复强度普遍下降。本周，国内、国际执

行航班分别周环比回落 19%、28%；全国快递物流恢复强度普遍下降，其中新一

线城市回落幅度较大、较上周回落 4%。但疫情反弹对货运运输扰动较小，主要

缘于全国多地强降雨，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量、铁路货运量分别较上周下降 3%、

4%；目前全国邮政快递已恢复至疫前水平，6 月业务量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长三角海域船舶数量、周平均航行速度提升，上海港口集装箱船装载量显著增

加，可能指向外贸活动有所好转。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本周长三角海域

船舶周平均数量较上周显著提升 29%，航行周平均速度较上周提升 2.6%；集装

箱船周平均数较上周提升 33%，航行周平均速度较上周提高 1%。截至 7 月 3 日

当周，上海港口集装箱船数量较上周下降 1.5%、装载量较上周显著增长 62%。 

局部地区疫情反弹不改城市出行恢复趋势，商圈客流量强度持续提升。本周全国

9 个主要城市地铁客运量合计较上周提升 6%，其中北京、上海受益于线下活动

恢复，地铁客运量分别周环比提升 10%、7%；疫情反弹拖累下，西安、广州、

南京分别周环比下降 19%、4%、5%。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全国各线城

市商圈客流强度普遍提升，新一线城市提升幅度最大、较上周提升 2 个百分点。 

餐饮、外卖恢复强度继续向好，线下消费场景持续修复。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

显示，本周各线城市餐饮、外卖恢复强度继续上行，一线城市餐饮恢复强度提升

幅度最大、较上周提升 3.9%，三线城市外卖恢复强度提升幅度明显、较上周提

升 3.8%。某连锁餐饮店全国歇业率大幅回落，较前周降低 5.2 个百分点至

3.4%，对应全国流水恢复强度较上周提升 8.2 倍，上海、北京恢复力度最大。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数据统计存在误差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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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工复产追踪：全国新增感染人数增多，产需两端修复暂缓 

全国新增感染人数有所增多，部分省市新增感染人数提升明显。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全国本土新增感染人数（含无症状）为 2535 人，较上周

感染人数 1034 人环比提升 145%。其中，安徽、江苏、上海新增感染人数均

明显增加、分别较上周提升 1.25、1.89、6.74 倍，福建、广东、山东等地新增

感染人数也有所回升，但北京、天津、辽宁等地新增感染人数已回落至低位。 

图表 1：全国本土新增感染人数有所回升  图表 2：近一周，部分省市感染人数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采取各类封控措施及交通管制的地区明显增加。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全国 10 个区域、涉及 9 省市及 8831 万常住人口，实施各类管控措施，

管控区域数量较上周明显提升；仍处于封控地区的 GDP 占比总计达 10.7%、

较上周提升 3.7 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本周全国 24 个城市平均已开展 2.7

次以上全员核酸检测、明显高于上周的 1.6 次；其中缘于新增确诊人数抬升，

安徽宿州、江苏无锡、陕西西安等地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的次数相对较多。 

图表 3：本周部分封控省市 GDP占比  图表 4：本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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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反弹下，部分地区加强常态化核酸检测，北京等地强化疫苗接种要求。

本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表示，要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克服

防控松懈和“层层加码”两种倾向。河北省继续跟进常态化核酸检测降频、暂

停等工作；但安徽疫情反弹下，原于 6 月 22 日暂停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合肥，

重新恢复“三天一检”，芜湖由“七天一检”调整为“五天一检”。除通过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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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优化疫情防控外，北京开始从严落实疫苗接种防控措施，要求一线防控人

员、公共服务人员、养老机构人员等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图表 5：近期，疫情防控相关的政策调整 

 
来源：中国政府网站、各地方政府网站、上海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工业生产活动增长暂缓，开工率有所回落。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

炼油厂开工率在连续 8 周上涨后增长暂缓、持平于上周的 69.2%；高炉开工率

或缘于季节性变动、延续下行、较上周回落 1.6 个百分点至 54.8%；本周水泥

粉磨开工率较上周回落 0.3 个百分点，近 4 周变动平稳、平均维持在 52%，低

于过往同期水平；本周国内独立焦化厂焦炉生产率连续第三周回落、较上周下

降 2 个百分点至 75.6%。 

图表 6：炼油厂开工率较上周持平  图表 7：高炉开工率延续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时间 部门/领导 主要内容

2022年7月2日
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

各地可根据本地疫情防控需要，动态调整

定期核酸检测的重点人群范围及检测频次。

2022年7月3日 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
自7月4日起， ，居民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再查验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已采凭证”。

2022年7月3日
张家口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7月4日起， ，居民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再查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022年7月3日
保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自7月4日起， ，居民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再查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022年7月3日
唐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总

指挥部

自7月4日起， ，居民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再查验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已采凭证”。

2022年7月3日
定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自7月4日起， ，居民进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再查验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022年7月3日 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继续延续 ，做到应检尽检。后期视情及时调整。此前，合肥是全国首个暂停了

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城市（6月22日）。

2022年7月4日
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

2022年7月5日
芜湖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暨推进

“六稳”工作指挥部

2022年7月5日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7月6日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原则上应完成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

接种； ，应完成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 须完成全

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原则上不开展每周全员预防性核酸筛查。

暂停全市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暂停全市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暂停全市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暂停全市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暂停全市每周一次的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全市区域核酸检测三天一检

7月4日、5日、6日开展三轮大排查 确保三日内实

现社会面清零。

货运车辆驾驶员应提前向收发货单位报备相关信息。 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仅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来人）。

设臵绕行指引牌、印发提示单，引导车辆绕行。

由“每7天至少进行1次”调整为“每5天至少进行1次”

三天两检

疫苗接种防控措施从严执行 一线疫情防控人员和快递等公共服务人员

参加北京市团队旅游人员 养老机构老年人和服务人员

，全面排查核酸采集等漏检人员、困难群众和工作短板，

货运车辆行驶至目的地公路防疫检查点时，

对可以通过国省干线公路绕行城区的货运车辆

自7月6日开始，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 。

7月5日-7日对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闵行区、宝山区全域以及浦东

新区、嘉定区、奉贤区部分区域开展“ ”全员核酸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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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水泥粉磨开工率略有提升  图表 9：焦炉生产率延续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投资需求普遍回落，水泥价格持续回落。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钢

材表观消费量较上周回落 4.3%，水泥出货率上行趋势暂停、本周回落 0.7 个百

分点至 62.5%，对应水泥库存水平明显上行、较上周提升 1.1 个百分点至

73.5%。产需两端均有所回落下，全国水泥价格延续下行、较上周下降 1%，

其中，中南、东北、华东地区水泥价格回落幅度较大、分别较上周回落 2.5%、

0.9%、0.8%。 

图表 10：钢材表观消费量回落  图表 11：水泥出货率有所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水泥库存水平回升  图表 13：水泥价格指数延续低迷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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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销售大幅回落，土地成交表现延续低迷。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大幅回落、较上周回落 44.3%，其中二线城

市回落幅度最为明显、较上周回落 53%，一线、三线城市分别较上周回落

34%、29%；分具体城市来看，上海商品房成交面积仍快速上行、较上周增长

40.7%、主要缘于疫后购房需求的集中释放，苏州、青岛商品房成交面积在经

过快速提升后明显回落、分别较上周回落 42.7%、87.8%，是全国商品房成交

回落的主要原因。上周，100 大中城市土地成交较前周回落 11.7%、延续低迷。  

图表 14：本周，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显著  图表 15：上海商品房成交面积仍快速增长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苏州商品房成交面积快速增长后回落  图表 17：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表现仍较低迷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物流人流追踪：出行情况延续向好，线下消费恢复显著 

全国卡车物流强度季节性回落，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有所分化。国金数

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全国卡车物流强度值为

12.8、较上周下降 2.2%，近期卡车物流强度下行或主要缘于季节性变动影响。

华北、华东地区普遍回落，北京、上海卡车物流强度较上周持平，安徽受到疫

情反弹影响、较上周回落 2.7%；华南地区卡车物流强度有所分化，其中广东

缘于疫情反弹、较上周回落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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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全国卡车物流强度进一步回落  图表 19：华北地区卡车物流强度普遍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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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0：华东地区卡车物流强度小幅回落  图表 21：华南地区卡车物流强度有所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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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反复下，全国快递物流恢复强度普遍下降，铁路货运运输量明显回落。

本周国内、国际执行航班架次分别周环比回落 19.4%、28.2%；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全国快递物流恢复强度普遍下降，其中新一线城市快递物流恢

复强度回落幅度最为明显、较上周回落 3.5%，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分别较

上周下降 2.3%、3.4%、2%。但疫情反弹对陆地货运影响较小，更多由于全国

多地强降雨，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量、铁路货运量分别较上周下降 3.1%、3.6%。

目前全国邮政快递已恢复至疫前水平，6 月业务量已超过去年同期。 

图表 22：全国快递物流恢复强度普遍下降  图表 23：本周，国内、国际执行航班均有所回落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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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本周铁路货运运输货物量明显回落  图表 25：全国邮政快递已恢复至疫前水平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交通运输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长三角海域船舶数量、周平均航行速度提升，上海港口集装箱船装载量显

著增加，可能指向外贸活动有所好转。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长三角海域船舶周平均数量 948 艘、较上周显著增长

29.3%，航行平均速度为 5.2 节、较上周提升 2.6%；集装箱船周平均数为 158

艘、较上周提升 33.1%，航行周平均速度为 6.7 节、较上周提升 1.1%，映射

长三角海域外贸活动总体向好。截至 7 月 3 日当周，上海港口集装箱船数量周

环比下降 1.5%，集装箱船总体装载量周环比增长 62.2%。 

图表 26：长三角海域船舶数量、航行速度回升  图表 27：集装箱船舶数量、周平均航行速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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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8：上海港口集装箱船数量仍较低迷  图表 29：上海港口集装箱船容量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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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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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地区疫情反弹不改城市出行恢复趋势，商圈客流量强度持续提升。本

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全国 9 个主要城市地铁客运量合计较上周提升

6.1%，其中北京、上海受益于线下活动恢复，地铁客运量分别周环比提升

10%、6.7%；而西安、广州、南京等地缘于疫情新增确诊反弹，拖累地铁客运

量分别周环比下降 19.3%、4%、5.2%。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本周各

线城市出行强度均提升，一线城市回升幅度最大、较上周提升 1.5%；全国各

线城市商圈客流强度提升，新一线城市提升幅度最大、较上周提升 2 个百分点。 

图表 30：本周，9 城地铁客运量总体延续提升  图表 31：本周，全国各线城市出行恢复强度普遍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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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上周，城市商圈客流强度普遍提升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全国餐饮恢复强度、外卖恢复强度持续向好。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
本周（7 月 3 日至 7 月 9 日），全国餐饮恢复强度持续向好，一线城市回升幅度
显著高于其他城市、较上周提升 3.9%、已接近疫情前水平，新一线、二线、
三线城市分别较上周提升 1.7%、1.6%、1.5%。全国各线城市外卖恢复强度也
延续上行，其中三线城市回升幅度较大、较上周提升 3.8%，一线、新一线、
二线城市分别较上周提升 2.4%、1.3%、2.8%，全国餐饮、外卖延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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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全国各线城市餐饮恢复强度持续提升  图表 34：全国各线城市外卖恢复强度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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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餐饮疫情歇业率快速下行，流水恢复强度普遍回升，线下消费场景持
续恢复。国金数字未来 Lab 数据显示，上周（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某连锁
餐饮全国疫情歇业率大幅回落、较前周降低 5.2 个百分点至 3.4%。对应全国流
水恢复强度回升、较前周提升 7.5%；其中，上海缘于线下消费场景放开、线
下餐饮快速修复，流水恢复强度较前周提升 8.2 倍；同样受益于疫后恢复，北
京流水恢复强度较前周提升 28.9%，仅有湖北流水恢复强度有所回落、较前周
下降 3%。 

图表 35：某连锁餐饮全国疫情歇业率延续下降  图表 36：某连锁餐饮全国流水恢复强度大多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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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演绎仍存在不确定性，仍需紧密跟踪各地疫情演变及对疫
情防控和经济的潜在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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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