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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的区域分化：“东慢

西快”加剧  

——2022 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分析 
 

 

       本期要点 

 

疫情显著冲击东部经济，与西部地区增速差距暂时扩大。从各个省份的

GDP 总量排名来看，受今年 3-5 月份的疫情冲击影响，上海 GDP 排名从上年底

的第 10 名下滑至第 13 名。此外，近年来辽宁省 GDP 总量排名总体呈现趋势性

下行态势，其发展所面临的趋势性、体制性瓶颈需高度关注。从 GDP 同比增速

来看，受疫情反复影响，绝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放缓，东西部增速差距暂时拉

大。 

疫情反复下区域间工业修复分化，中西部省份表现较好。产业链、供应链

受阻的多省工业增速有所回落。全国 31 省中超过四分之三的省份工业增速超

过全国水平，但仅有 11 省工业增速超过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且主要集中

于中西部地区。从月度走势看，上半年多数省份工业增速呈现显著的边际回落

态势，31 省中仅有 6 省 6 月份工业累计同比增速高于 2 月份数值。随着疫情逐

渐稳定，稳增长效果显现下后续或将逐步企稳。 

近半数省份投资增速放缓，省份间投资增速差距仍较大。上半年，31 个

省份中 20 个省份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增速水平，但约半数省份（15 省）投资增

速不及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省份间投资增速分化虽有收敛但依然持续，

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内蒙古（33.9%）与增速最慢的上海（-19.6%）相差 53.5 个

百分点，一季度省份间投资增速差距最大值为 91.4 个百分点。从月度累计同

比走势上看，全部省份投资增速边际放缓。后续政策加大稳增长、扩需求力度

或对各地投资修复形成一定利好，但各区域投资修复仍存多重制约。 

疫情冲击下多个省份消费出现负增长。31 个省份中，仅有 16 个省份社零

额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 10 个省份中 6 个省份累计同比增速为

负，中部 6 省中，山西和安徽分别为-1.4%和-0.3%。东北 3 省除黑龙江暂未公

布，吉林和辽宁分别为-11.7%和-2.9%。西部除未公布的陕西和新疆，青海、

甘肃、贵州和内蒙古增速也为负增长。6 月份，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上海、

北京等地社零额降幅均有所收窄，受疫情冲击较大地区消费边际回暖。 

各区域出口总体保持较高增速，中部稳居第一。上半年四大区域出口增速

均未能超过去年同期出口增速，但各区域出口总额增速均超过 20.0%，中部地

区出口增速稳居第一，达到 28.8%。分省份来看，广东省进口额依然位居全国

第一，为1.44万亿元，第二和第三分别是北京和上海。贵州进口增长率最高，

达到 47%，但由于其进口基数较小，因此对进口总额影响不大；从两年复合增

速来看，东部地区进口同比增速和两年复合增速最高的省份均为海南省，主要

得益于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部地区进口两年复合增速较为稳定；东北地

区中随着黑龙江对俄罗斯进口快速恢复，两年复合增速远超个位数的辽宁和吉

林；西部地区进口分化严重，两年复合增速为负的两个省份西藏和新疆均位于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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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疫情反复叠加俄乌冲突，“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剧，二季度

全国 GDP 仅同比增长 0.4%，拖累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增速回落至 2.5%。从区域角

度看，绝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放缓，且由于上半年的这轮疫情主要爆发在东部经

济重镇，导致东西部增速差距暂时拉大。上半年各区域供需两端均受到一定程度

的扰动。生产方面，疫情反复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多地物流不畅，产业链

供应链受到干扰，多省工业增速有所回落且区域分化特征较为明显，受疫情影响

严重的东部地区工业增速明显放缓，中西部省份表现则相对较好。虽然随着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国内人流、物流基本恢复至本轮疫情前，但疫情反复、预期走弱、

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需求仍然是经济修复的主要制约因

素。具体来看，多省份投资、消费增速有所放缓，其中多个省份消费出现负增长；

外贸在 3、4 月份受疫情显著冲击，但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以及此前制约外贸

的不利因素逐渐弱化，5、6 月份外贸实现修复性反弹并带动上半年各区域出口整

体向好。 

一、 疫情显著冲击东部经济，与西部 GDP 增速差距暂时扩大 

从 GDP 总量来看，受疫情冲击影响上海 GDP 排名新世纪以来首次落后于北京，关

注辽宁 GDP 排名的趋势性下行。截至上半年末，共有广东、江苏两省份 GDP 总量超过

5 万亿元，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安徽 8 个省份 GDP 总量虽

然低于 5 万亿元，但仍超过 2 万亿元，GDP 总量居于前十的省份中仅有四川一个西部

省份，其他继续以中东部尤其是东部省份为主。相比之下，GDP 总量低于 1 万亿元的

10 个省份中，除天津、海南为东部省份外，其余均为西部或东北省份（贵州、新疆、

黑龙江、吉林、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从各个省份的 GDP 排名来看，与上年末

相比，绝大部分省份排名变化并不大，位居前七名和后 13 名的 20 个省份 GDP 排名甚

至完全没有变化。受今年 3-5 月份的疫情冲击影响，上海 GDP 排名出现较大幅度的回

落，从上年底的第 10 名下滑至第 13 名,自 21 世纪以来首次排名落后于北京，由此带

动安徽、河北、北京等省份 GDP 总量排名各前进一位，分别位列第 10、11、12 名，

下半年随着疫情影响弱化，上海经济能否实现快速修复、“收复失地”仍然值得期待。

同时，湖北从 2021 年末排名的第 7 位下滑至第 8 位，被福建反超，不过，相比一季度

湖北与福建超千亿元的 GDP 总量差距，二季度湖北与福建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二者

总量差距缩减为仅 103 亿元，且超越一季度曾经超越湖北的湖南省，GDP 排位较一季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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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升一位，后续湖北能否继续超越福建仍值得关注。此外，辽宁省 GDP 被云南反超，

下滑至 18 位。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辽宁省 GDP 总量排名总体呈现趋势性下行态势，

目前已经较疫情前的 2019 年的 15 名下滑了 3 个位次，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辽宁经

济发展所面临的趋势性、体制性瓶颈需高度关注。 

从 GDP 同比增速来看，上海、吉林同比负增长，绝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放缓，东

西部增速差距暂时拉大。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再度爆发的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

带来了较大扰动，二季度全国 GDP 仅同比增长 0.4%，受此影响，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

增速回落至 2.5%。受去年全年基数较高影响，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 GDP 同比增速

较上年底全部回落，但以剔除了基数效应的 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来衡量，疫情冲击

下，除了内蒙古、湖北两省份 GDP 同比增速较上年有所加快、宁夏同比增速与上年持

平外，其余各省份 GDP 同比增速均弱于上年全年。上海、吉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省

份 GDP 同比较上年两年平均增速的降幅更是超过 10 个百分点，安徽、广东、四川、浙

江、天津、北京、江苏、海南等 8 个省份 GDP 同比增速较上年两年平均增速的降幅也

均超过了 3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也仅有湖北、内蒙古、黑龙江三个省份同比

增速高于上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山西同比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余省份同比增速

均低于上年同期。分区域来看，今年上半年的这一轮疫情集中爆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

上海、北京等东部经济重镇，且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明显

冲击，工业化程度高、产业彼此依存度高的东部省份都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具体

来看，吉林、上海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省份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上半年同比增速分别

为-6.0%、-5.7%，较上年同期和上年底的两年平均增速回落幅度均超过了 10 个百分

图 1：全国 GDP总量热力图（亿元，2022H1）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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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余重点的东部省份虽然实现了正增长，甚至浙江、安徽更是分别实现了 2.5%、

3%的同比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疫情冲击下，海南、北京、江苏、浙江、广

东等东部省份同比增速排名均较上年底回落 10 位或 10 位以上，其中，受国内上半年

消费需求疲软尤其是居民出游受限等因素影响，以旅游为重要支柱产业的海南省同比

增速排名下滑最为突出，从上年底的第 2 名下滑至第 25 名。相比之下，由于西部地区

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相对不那么紧密，受疫情冲击的

影响相对较小，宁夏、内蒙古、新疆、西藏、陕西等省份 GDP 同比增速排名反而出现

大幅反超。当然，西部地区省份 GDP 同比增速排名的大幅反超或是暂时性的，随着下

半年疫情影响的弱化和中国经济的修复，中国经济运行进一步向常态化回归，东部地

区经济也将逐步修复，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情况将得到有效遏制，东部地区

与西部地区同比增速的差距也将缩小。 

   二、疫情反复下区域间工业修复分化，中西部省份表现较好 

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多省工业增速回落，各区域工业修复节奏分化。上半年，全国

31 省中超过四分之三的省份工业增速超过全国水平，但疫情反复对工业生产修复带来

扰动，仅有 11 省工业增速超过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且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区

域工业生产修复分化。其中，疫情冲击下，东部绝大多数省份工业增速较上年同期两

年复合增速放缓。东部省份中有半数省份工业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是在长三角、珠

三角等经济重镇多地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东部 10 省中除河北外，其余 9 省工业增

图 2：与上年同期上年全年两年平均增速相比，2022年上半年绝大部分省份增长放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带*为两年平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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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均低于 2021 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具体看，北京、天津、上海受疫情冲击较为

显著，上半年工业增速均为负值，分别为-15.1%、-0.3%和-11.3%，低于去年同期两

年复合增速 31.8 个百分点、5.5 个百分点和 16.7 个百分点。受大项目检修停产因素

影响，海南工业增加值为-1%，低于上年同期 1.7%的两年复合增速水平。在政策支持

以及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等因素支持下，河北工业增速超过全国以及上年同期两年复

合增速水平。河北省适时制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35 条措施、稳工业经济大盘 5 条

措施及企业闭环生产操作指引等政策措施，全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其中 1-6 月河北

省钢铁行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累计上拉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2.2 个

百分点，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到 41.4%。中西部省份受疫情冲击相对

较小，工业增长维持相对较高增速水平。中西部全部省份工业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且

11 个工业增速超过 2021 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的省份中有 10 省位于中西部。湖北

工业生产延续修复态势，上半年工业增加值高于去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 4.6 个百分点

至 8%。在能源保供和促进工业平稳增长措施持续作用下，山西工业增速为 11%，高于

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 3.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 12 省中除广西、重庆、四川、甘肃和

新疆外其余省份工业增速均高于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贵州近年来大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和工业倍增行动等系列措施成效进一步显现，上半年“煤、电、烟、酒”四

大支柱产业巩固提升，带动全省工业增速上行至 12.1%，高于去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

4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工业修复仍旧偏慢，工业增长放缓。东北三省中仅黑龙江工业

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吉林、辽宁工业增速均为负值。其中吉林工业生产受到疫情严重

冲击，工业增速下降至 11.5%，大幅低于去年同期 9.5%的两年复合工业增速水平。总

体来看，疫情反复、生产修复以及政策效果的不平衡拉大了各省份的工业增速差距，

各区域工业增速修复分化较为显著，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地区工业修复节奏

快于东部及东北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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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省份工业增速边际放缓，稳增长效果显现下后续或将逐步企稳。从月度累计

同比走势看，在疫情反复、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叠加需求疲弱等因素制约下，上半年多

数省份工业增速整体呈现波动回落态势，31 省中仅有 6 省 6 月份工业累计同比增速高

于 2 月份数值，多数省份工业增速边际回落。不过，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渐稳定叠加稳

增长政策加码发力，6 月份多数省份工业生产边际回暖，从当月同比增速来看，31 省

中约三分之二的省份 6 月工业同比增速较 5 月份有所回升。其中，此前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吉林、上海、北京工业增速均大幅改善，上海工业增速更是由 5 月下降 30.9%反

弹至 6 月份的 13.9%，工业生产加速修复。后续看，随着国内疫情逐渐稳定以及稳增

长政策加码发力，工业生产存在继续改善基础，但改善的幅度仍受限于需求疲弱、部

分上游原材料虽有回落但仍位于高位等因素，此外，近期 8 月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多

地发布限电通知，需关注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重庆等相关区域省份因限

电而减产或停产对其工业生产带来的扰动。 

图 3：各省市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4：多省市工业增速边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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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半数省份投资增速放缓，省份间投资增速差距仍较大 

疫情冲击以及预期走弱下多省投资趋缓，省份间投资增速分化虽有收敛但依然持

续。上半年，31 个省份中 20 个省份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增速水平，但约半数省份（15

省）投资增速不及上年同期两年平均复合增速水平。省份间投资增速差距有所收窄，

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内蒙古（33.9%）与增速最慢的上海（-19.6%）相差 53.5 个百分点，

而一季度省份间投资增速差距最大值为 91.4 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差距有所收敛但仍较

大。具体来看，东部区域中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经济大省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上半年，

疫情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区域多点散发，对区域内的供需两端均产生较大冲击，

但 10 省中仍有 6 省投资增速超过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稳增长下东部区域投资

总体同比改善。但上海、天津等受疫情冲击较大地区在疫情影响下，增速分别为-

19.6%和-10.4%，增速较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分别回落 28.4 个百分点和 11.4 个百

分点。广东投资增速为 1%，虽为正增长，但增速同样较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大

幅回落 6.7 个百分点。北京尽管受到疫情扰动，但在基数较低、重点工程加速推进以

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投资增速较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

上行 1.8 个百分点至 5.5%。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整体相对较高，但受疫情以及投资信

心不足拖累仍有半数省份增速不及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中部 6 省中除山西外

其余省份投资增速均超过全国，山西、河南、湖北 3 省投资增速超过去年同期两年复

合增速水平。上半年，湖北增加高铁、新基建、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重大科技等基础设

施方面投资，叠加基数作用，投资实现 15.6%的较高水平。西部 12 省中，有 9 省投资

增速高于全国，但在疫情反复、投资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下，仅有内蒙古、重庆、四

川、贵州、陕西、宁夏 6 省投资增速高于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这 6 省投资增速回

升既有同期基数较低和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原因，也有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西部大

开发、中部崛起、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产生的带动效应。东北地区投资增速修

复放缓，疫情影响下吉林投资增速大幅下行。受疫情影响，吉林投资增速较上年同期

两年复合增速大幅回落 26.1 个百分点至-14.3%，基数作用下辽宁投资增速虽较上年

同期两年复合增速小幅上行 0.2 个百分点至 3%，但仍偏弱。黑龙江投资增速虽略高于

全国水平，但较上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至 6.9%。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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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省份投资增速波动回落，后续仍有改善基础但存制约。从月度累计同比走势

看，2-6 月，全部省份固定资产累计同比增速均波动回落。具体看，虽然在确保今年

新增专项债券在 6 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的政策要求下，多地基建投资增速有所上行，

其中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南、贵州、新疆交通固定资产同比均保持 2 位数的

正增长，但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边际回落拖累多省投资增速。截止 6 月底，除重庆、陕

西外，其余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 2 月份均有所回落，地产低迷态势不改并持续

制约各省投资修复。后续看，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

积极作为，在疫情形势逐渐稳定的前提下，政策加大稳增长、扩需求力度或对各地投

资修复形成一定利好，但投资修复仍受制于各省份地产投资修复的幅度，且疫情反复

风险仍存，市场投资信心不足短期内难以根本性扭转，后续各区域投资修复仍存多重

制约。  

图 5：约半数省份投资增速不及 2021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水平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6：全部省份投资增速边际回落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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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冲击下消费疲弱，多个省份社零额同比下滑 

受疫情反复影响，上半年多省份消费同比下滑。2022 年上半年，31 个省份中，

仅有 16 个省份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受 3-5 月份疫情反复冲击，上半年多地消费

同比出现负增长。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7%。在已公布上半年

社零额增速数据的 28 个省份 1中，11 个省份社零额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 个省份

出现负增长，24 个省份社零额增速低于去年同期两年复合增速，可以看出受疫情反复

影响，对消费带来的严重冲击。分区域来看，得益于当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部地

区的江西和湖北表现较好，江西社零额同比增长 5.6%，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国第一，

比全国平均高出 6.3 个百分点，主要是当地未发生较大规模的疫情，稳增长政策效果

显现，经济指标触底反弹。湖北社零额同比增长 3.9%，增速居全国第二，山西和安徽

出现负增长，增速分别为-1.4%和-0.3%。东部 10 个省份中 6 个省份累计同比增速为

负，分别为上海、天津、北京、海南、江苏、山东，上海跌破-15%，2022 年 6 月累计

同比增速为-16.1%。东北 3 省除黑龙江暂未公布，吉林和辽宁分别为-11.7%和-2.9%。

西部除未公布的陕西和新疆，青海、甘肃、贵州和内蒙古增速也为负增长。 

从月度走势来看，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6 月多个区域消费边际修复。数据显

示，虽然二季度部分地区经济受疫情冲击较大，但 6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改善，6 月

全国社零总额 3.9 万亿元，同比上涨 3.1%（前值-6.7%），恢复正增长，受疫情冲击

较严重的上海，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3.42 亿元，同比下降 4.3%，降幅较上

月收窄 32.2 个百分点；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706.7 亿元，下降 7.2%，降幅比

1-5 月收窄 0.5 个百分点，6 月当月下降 5.2%，降幅较 5 月收窄 20.5 个百分点。可

以预见，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受疫情冲击较大地区消费逐步修复但修复力度仍受

限。 

 
                         
1 黑龙江、陕西、新疆暂未公布上半年社零额增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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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区域出口总体保持较高增速，中部稳居第一 

各区域出口虽然弱于上年同期但增速较快，中部地区出口增速稳居第一。上半年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四大区域出口增速均未能超过去年同期出口增速，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上半年出口增速分别为 13.07%、23.92%、12.54%和 12.44%。

但各区域出口总额增速均超过 20.0%，中部地区出口增速稳居第一，达到 28.8%，东

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21.4%、25.8%、 20.6%和 19.7%。

19 个省市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2%，西藏表现最抢眼，出口增速高达 132.9%，

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出口总额影响不大，可参照性不大。总体上中西部地区 2022

年上半年出口增速最快。从具体省份来看，受订单外流影响，5 个省份 1-6 月出口增

长率为负，包括北京、山西、云南、贵州和广西；从两年复合增速来看，中部地区其

他 5 个省份较为平稳，仅山西一个省份未能实现正增长。上半年山西省出口 916072.1

万美元，下降 14.%，其表现欠佳的原因主要是疫情反复给山西省外贸发展造成了较大

影响。西部地区分化仍较为严重，虽然上半年两年复合增速均为正增长，但两年复合

增速最高的青海达到 105%，最低的广西仅为 1.98%。西藏同比增速和两年复合增速分

别达到 132.9%和 73.27%。青海、宁夏、西藏两年复合增速均超过 50%，与其低基数

下波动较大有关，但对出口总额影响不大。东部地区北京、天津表现欠佳，两年复合

增速均为个位数。东北地区中吉林出口增长率迎来较大回升，达到 37%，东北地区 3

个省份两年复合增长率相差不大，出口大省辽宁仍处于相对较慢的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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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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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较低的省份增速相对较高，北京贸易逆差过万亿元。分省份来看，广东省

进口额依然位居全国第一，为 2244.57 亿美元，进口额第二和第三的省份分别是北京

和上海，分别为 2218.78 亿美元和 1769.80 亿美元，另有 4 个省份进口额在五百亿美

元以上。贵州进口增长率最高，达到 47%，但由于贵州省进口基数较小，因此对进口

总额影响不大；海南紧随其后，增速达到 46.3%，排在第三的是黑龙江，增速为

35.3%，全国 18 个省市进口增速超过全国平均的 4.8%。由于北京进口额第二，为

2218.78 亿美元，且增速达到 25.3%，使其成为唯一一个贸易逆差额超过 1500 亿美

元，达到 1826.84 亿美元的地区。此外，广东、上海、天津等 10 个地区进口增速均

为负增长。从两年复合增速来看，东部地区仅天津为个位数 7.80%，比去年同期 5.87%

略有增长，东部地区进口同比增速和两年复合增速最高的省份均为海南省，分别达到

46.3%和 65.41%，主要得益于自贸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部地区进口两年复合增速较

为稳定；东北地区随着疫情影响减弱，黑龙江对俄罗斯进口快速恢复，两年复合增速

远超个位数的辽宁和吉林，达到 32.33%；西部地区进口分化严重，两年复合增速为负

的两个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分别是西藏-27.20%和新疆-8.75%，主要由于区位因素

不利于进口，青海和贵州两年复合增速均超过 50%，分别达到 96.06%和 86.17%，不

过由于进口基数较小，对进口总额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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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各省份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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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专题-2022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分析 

疫情冲击下的区域分化：“东慢西快”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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