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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对哪些产业影响大？ 
 

近期全国多地疫情快速扩散，各地疫情形势、应对能力不一或影响经济生产的恢
复力度和节奏，哪些地区、产业可能更易受疫情影响？详细梳理，供参考。 

 近期疫情扩散有何影响？对经济的冲击已有所显现，短期或进一步加大扰动 

防疫优化后，全国多地疫情快速扩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有所体现。近期全国

疫情形势不容乐观，12 月 17 日当周，全国“发烧”关键词搜索量较前周增长

358%，北京、湖北、四川等地搜索量快速增长；同时疫情散发对经济的扰动已有

所体现，11 月制造业工业增加值较 10 月回落 3.2 个百分点，纺织业等劳动密集

产业生产受到冲击更大，依赖于线下场景修复的服务业生产、消费也明显走弱。 

疫情扩散对劳动力供给的干扰加快显现，对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影响或仍将延

续。近期多地疫情扩散拖累人流快速下行，12 月 7 日至 20 日，全国城市地铁客

运量回落 47%、已明显低于 4 月疫情间水平，人流疲软指向工作缺勤情况较为严

重、或将对生产环节造成扰动；同时，12 月 14 日至 20 日，公路货车通行量、邮

政快递揽收量分别回落 14%、39%，物流不畅或进一步影响生产活动的效率。 

 哪些地区易受影响？人口流动较多、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可能易受影响 

伴随劳动力返乡，劳动力输入、输出较多的地区可能更容易受疫情带来的劳动力

供给干扰。受疫情等影响，部分人口输入城市出现劳动力提前返乡迹象，近期北

京、广州人口迁出与迁入差值明显走扩，加大劳动力输出地疫情扩散风险；春节

返乡或将迎来新一轮人口流动高峰、使春节期间劳动力输出地、春节后劳动力输

入地面临的疫情扰动风险加大，尤其是广东、四川、河南等人口流动较多地区。 

人口流动加大下，医疗资源相对匮乏、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较多的地区或易受到疫

情带来的“次生风险”。相较发达经济体，我国人均医疗资源水平相较薄弱、地

区分化更为明显，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或面临更大疫情应对压力；同时，以

老年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感染病毒后出现病情恶化风险更高，加大当地医疗救

治压力，以预计重症老人人均 ICU病床数衡量，吉林、黑龙江等医疗压力较大。 

 地区冲击对何行业影响大？劳动密集产业生产和出口，可能容易受疫情干扰 

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或体现在劳动力供给恢复力度、节奏，广东、四川等地劳动密

集产业生产可能容易受影响。结合人口流动和医疗资源来看，广东、四川、江苏

等易受疫情扩散影响，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等劳动密集产业生产或首当其冲；此

外，春节返乡再返回工作地或使劳动力输入、输出两地的劳动密集产业生生产先

后受影响，而老龄群体感染增多或导致陪护需求增大、亦可能拖累劳动力恢复。 

生产优势突出、出口依赖度高的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可能受劳动力供给干扰较大，

进而影响相关产业链生产及出口。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在部分劳动密集产业

集中度较高，例如广东等易受疫情影响的七省在家具制造、印刷业等产值占比已

超 50%。同时，家具制造等代表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占总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较

大且出口依赖度较高，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生产冲击或进一步加大出口下行压力。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超预期，政策调整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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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多地疫情快速扩散，各地疫情形势、应对能力不一或影响经济生

产的恢复力度和节奏，哪些地区、产业或更易受疫情影响？详细梳理，供参考。  

一、近期疫情扩散有何影响？ 

近期防控优化措施密集出台，但多地疫情快速扩散。12 月 7 日，部委提出

防控优化“新十条”，主要包括：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轻型病例一

般采取居家隔离等；但全国疫情仍处于快速扩散期，12 月 17 日当周，全国“发

烧”关键词搜索量较前周增长 358%、“新冠”搜索量增长 75%，广东、四川、北

京等地搜索量较高，北京、湖北、四川等地搜索增长较快、分别较前周增长

367%、307%、278%。 

图表 1：《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措施》出台 

 
来源：中国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全国疫情相关关键词搜索量仍快速增长   图表 3：北京、湖北、四川等地“发烧”搜索增长较快 

 

 

 
来源：百度指数  来源：百度指数、国金证券研究所 

前期疫情大规模扩散对经济的扰动已有所显现，多数生产指标明显走弱。

11 月疫情扰动下，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较 10 月回落 2.8 个百分点、降至 2.2%，

其中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 2%、较上月回落 3.2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疫情

扩散或持续加大对人流恢复的抑制，进而影响劳动力恢复，纺织业、橡胶塑料、

农副食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当月同比分别回落

4.7%、3.4%、2.9%。同时，依赖于线下场景修复的服务业生产和消费也明显

走弱，服务业产出同比-1.9%、低于上月的 0.1%，社零同比-5.9%、低于上月

的-0.5%。 

主 要 分 类 主 要 内 容

科 学 精 准 划 分 风 险 区 域
1 .  按 楼 栋 、 单 元 、 楼 层 、 住 户 划 定 高 风 险 区 ， 不 得 随 意 扩 大 到 小 区 、 社 区 和 街 道 （ 乡 镇 ） 等 区 域 ；

2 .  不 得 采 取 各 种 形 式 的 临 时 封 控 。

进 一 步 优 化 核 酸 检 测

1 .  不 按 行 政 区 域 开 展 全 员 核 酸 检 测 ， 进 一 步 缩 小 核 酸 检 测 范 围 、 减 少 频 次 ；

2 .  除 高 风 险 岗 位 从 业 人 员 和 高 风 险 区 人 员 外 ， 其 他 人 员 “ 愿 检 尽 检 ” ；

3 .  不 再 对 跨 地 区 流 动 人 员 查 验 核 酸 检 测 阴 性 证 明 和 健 康 码 ， 不 再 开 展 落 地 检 。

优 化 调 整 隔 离 方 式
1 .  具 备 居 家 隔 离 条 件 的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和 轻 型 病 例 一 般 采 取 居 家 隔 离 ；

2 .  具 备 居 家 隔 离 条 件 的 密 切 接 触 者 采 取 5 天 居 家 隔 离 ， 第 5 天 核 酸 检 测 阴 性 后 解 除 隔 离 。

落 实 高 风 险 区 “ 快 封 快 解 ” 连 续 5 天 没 有 新 增 感 染 者 的 高 风 险 区 ， 要 及 时 解 封 。

保 障 群 众 基 本 购 药 需 求
1 .  各 地 药 店 要 正 常 运 营 ， 不 得 随 意 关 停 ；

2 .  不 得 限 制 群 众 线 上 线 下 购 买 退 热 、 止 咳 、 抗 病 毒 、 治 感 冒 等 非 处 方 药 物 。

加 快 推 进 老 年 人 疫 苗 接 种 各 地 要 坚 持 应 接 尽 接 原 则 ， 聚 焦 提 高 6 0 — 7 9 岁 人 群 接 种 率 、 加 快 提 升 8 0 岁 及 以 上 人 群 接 种 率 ， 作 出 专 项 安 排 。

保 障 社 会 正 常 运 转 非 高 风 险 区 不 得 限 制 人 员 流 动 ， 不 得 停 工 、 停 产 、 停 业 。

其 他

1 .  发 挥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网 底 ”作 用 ， 摸 清 辖 区 内 患 有 基 础 疾 病 老 年 人 及 其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接 种 情 况 ， 推 进 实 施 分 级 分 类 管 理 ；

2 .  强 化 涉 疫 安 全 保 障 ；

3 .  进 一 步 优 化 学 校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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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1月工业生产活动明显走弱  图表 5：相较之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较大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6：11月服务业生产再度转负  图表 7：11月社零快速走弱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疫情扩散对劳动力供给的干扰加快显现，对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影响或

仍将延续。近期多地疫情扩散拖累人流快速下行，12 月 7 日至 20 日，全国样

本城市地铁客运量回落 46.8%、已明显低于今年 4 月疫情期间的最低水平，其

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北京也出现类似情况；人流疲软指向工作缺勤情况较为严

重、或将对生产环节造成扰动。同时，物流在短暂修复后再度走弱，12 月 14

日至 20 日，公路货车通行量、邮政快递揽收量分别回落 14%、39%，物流不

畅或进一步影响生产活动的效率。 

图表 8：防控优化后，货运指标回升后显著回落   图表 9：疫情扩散影响快递运输，邮政快递量显著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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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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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全国地铁客运量回升后显著回落  图表 11：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北京地铁客运量明显回落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哪些地区易受短期冲击？ 

伴随劳动力返乡，劳动力输入、输出较多的地区或面临更大的疫情传播风

险、进而受到疫情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干扰。受疫情等影响，部分人口输入城市

出现劳动力提前返乡迹象，近期代表性一线城市北京、广州的人口迁出与迁入

规模指数之间差值明显走扩，分别从 11 月中旬的-0.26、0.52 提升至 12 月初

的 1.51、2.58，加大劳动力输出地疫情扩散风险；春节返乡或将迎来新一轮人

口流动高峰、使春节期间劳动力输出地、春节后劳动力输入地面临的疫情扰动

风险加大。 

图表 12：11月下旬，北京人口迁出迁入规模差值走扩  图表 13：11月下旬，北京人口迁出迁入规模差值走扩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春节期间，全国人口迁徙规模明显提升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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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春节期间人口迁出、迁入情况对各地人口流动力度进行量化，广东、

四川、河南等地人口流动力度较大。可以通过过往春节前各地迁入人口规模占

全国总迁入人口规模的比重来间接反映该地区的劳动力人口流出情况，同理可

以通过春节前各地迁出人口规模占全国总迁出人口规模的比重来间接反映该地

区的劳动力人口流入情况。以两个指标共同反映各地的人口流动力度，可以发

现，广东、四川、河南、江苏、安徽等地人口流动力度较大，流动人口规模占

全国总流动人口规模的占比分别为 12.1%、8.9%、7%、6.4%、5.4%。 

图表 15：广东、四川等地春节前人口迁入规模较大  图表 16：广东、四川等地春节前人口迁出规模较大 

 

 

 
来源：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国金证券研究所 

人口流动加大下，地区间医疗资源差距， 或决定各地对疫情散发的应对能

力，广西、江西、广东等地人均综合医疗资源相对较弱。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

体，我国人均医疗资源水平相对薄弱，人均 ICU 病床数、人均医护人员数量分

别仅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 24%、39.3%。总量偏弱下，全国各地医疗

资源水平进一步分化，以人均医院数量、人均 ICU 床位数、人均医生数量、人

均护士数量等指标综合反映各地的人均医疗资源水平发现，广西、江西、广东、

福建、安徽等地人均综合医疗资源水平相对较低，或面临更大疫情应对压力。 

图表 17：我国人均医疗资源水平相对较弱  图表 18：我国各地区的人均医疗资源水平分化明显 

 

 

 
来源：WHO、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 

除人口流动力度大、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外，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较多的地区

或易受到疫情带来的“次生风险”。以老年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感染病毒后

出现病情恶化风险更高，加大当地医疗救治压力。综合考虑各地区老年人口、

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以及各疫苗接种率对应的新冠重症率后，以预计重症老人人

均 ICU 病床数衡量各地医疗资源情况，发现吉林、上海、黑龙江等地的预计重

症老龄人口的人均 ICU 床位数较少、分别为 20.9、27.2、29.8 张/万人、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46.5 张/万人，或面临较大医疗资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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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辽宁、吉林、上海等地老龄人口占比较高  图表 20：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重症率仍较高 

 

 

 
来源：各地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Frontiers of Medicine、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1：我国老龄人口疫苗接种仍有提升空间  图表 22：吉林、上海预计重症老人人均 ICU床数较低 

 

 

 
来源：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三、地区冲击，对哪些行业影响大？ 

疫情扩散下，广东、四川、江苏等人口流动较大、医疗相对匮乏或紧张的

地区，可能更容易受到冲击。易受疫情扩散冲击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口流

动力度、面临较大的感染风险，同时具有较低的人均医疗资源水平、并面临较

大的高感染风险、高重症率群体带来的医疗资源压力；结合人口流动和医疗资

源来看，广东、四川、江苏等地可能较易受到疫情扩散影响。 

 

0%

3%

6%

9%

12%

15%

18%

21%

0%

5%

10%

15%

20%

25%

30%

辽
宁

吉
林

上
海

黑
龙
江

江
苏

四
川

重
庆

天
津

山
东

湖
北

内
蒙
古

河
北

北
京

湖
南

山
西

陕
西

浙
江

安
徽

河
南

甘
肃

江
西

广
西

福
建

云
南

贵
州

海
南

宁
夏

青
海

广
东

新
疆

西
藏

各地区老龄人口占比情况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右轴）

0%

5%

10%

15%

20%

未接种 接种1针 接种2针 接种3针

截至2022年6月，老年人感染新冠重症率

60-69岁 70-79岁 80岁及以上 按各年龄人口占比加权平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程接种 加强针接种

截至12月初，我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60岁以上 80岁以上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新
疆

河
南

青
海

浙
江

广
东

贵
州

山
东

江
西

福
建

海
南

甘
肃

安
徽

广
西

北
京

西
藏

河
北

湖
北

云
南

宁
夏

四
川

陕
西

湖
南

天
津

内
蒙
古

江
苏

重
庆

山
西

辽
宁

黑
龙
江

上
海

吉
林

（张）（张/万人） 各省市预计感染新冠重症的老年人人均ICU病床数

预计重症老人人均ICU病床数 ICU病床数（右轴）



“微观大势”系列 

- 9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23：相较之下，广东、四川、江苏等地更易受到疫情扩散影响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或体现在劳动力供给恢复力度、节奏，进而或冲击易受

疫情扩散影响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活动。疫情快速扩散直接影响劳动

力恢复，尤其是春节返乡再返回工作地的过程，或使劳动力输入、输出两地的

劳动密集产业生产先后受影响；同时老龄群体感染增多或导致陪护需求增大、

亦或拖累劳动力恢复节奏。从产业结构来看，易受疫情扩散影响的广东、四川

等地在家具制造、文娱体育、饮料制造等产业的产值占比较高；合计来看，两

省在家具制造、文教体育、饮料制造等代表性劳动密集产业的合计产值占全国

对应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高达 35.9%、31.3%、30%，生产活动或较易受到

疫情扩散的影响。 

图表 24：广东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产业产值占比较高  图表 25：四川饮料制造等劳动密集产业产值占比较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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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两省的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等产值占比较高  图表 27：三省文教体育、塑料制造等产值占比较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若部分具有突出生产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遭受生产冲击，或进一步加大对

相关产业链的生产扰动。较易受疫情扩散影响地区的代表性劳动密集产业，其

行业总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相对较小，比如：广东、四川较易受影响

的家具制造、文教体育、饮料制造、橡胶塑料制造、印刷业的全国总产值占全

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仅有 7%。但从地区产业结构来看，易受疫情扩散影响

的七大省份在家具制造、印刷业、文教体育等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值占比已超过

50%，说明这些地区对单一产业生产影响力度较大，若生产环节受到冲击或进

一步对相关产业链造成扰动。 

图表 28：劳动密集产业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较低  图表 29：易受影响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产值占比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部分出口份额大、出口依赖度高的劳动密集产业受到生产冲击，或进一步

拖累我国出口表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达

40%，说明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对我国整体出口影响程度较大；同时，文教体育、

皮革毛皮、家具制造等部分劳动密集产品具有较高的出口依赖度，出口交货值

占主营收入的比重分别达 27.8%、23%、22.8%、位于各产业前列。在目前海

外需求加速走弱的背景下，主要劳动密集产业生产大省受到疫情冲击，或影响

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生产竞争力，或进一步加大我国出口全面下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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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较高的出口依赖度  图表 31：我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增速较越南下滑更快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近期全国多地疫情快速扩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有所体现，尤其是劳动

密集产业、依赖于线下场景修复的生产明显走弱；目前疫情扩散对劳动力

供给的干扰加快显现，对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影响或仍将延续。 

     伴随劳动力返乡，劳动力输入、输出较多的地区可能更容易受疫情带来的

劳动力供给干扰。同时，医疗资源相对匮乏、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较多的地

区或易受到疫情带来的“次生风险”。 

     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或体现在劳动力供给恢复力度、节奏，广东、四川等地

劳动密集产业生产可能容易受影响，尤其是生产优势突出、出口依赖度高

的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受到生产冲击，或加大对相关产业链及出口的影响。 

 

风险提示： 

1、疫情发展超预期。目前全国多地疫情仍有所反弹，未来发展仍具不确定性。  

2、政策调整低预期。政策调整与疫情发展形势紧密相关，未来政策调整仍具
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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