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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走势及原因分析 

刘静
1
 

（武汉商学院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下滑、止跌复苏和巩固回升三个阶段。各项数据表明，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原因在于国家的体制优势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方略的重要作用；完整的产业结构

和强大的内需潜力是经济迅速恢复的保证；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基建项目、数字经济增长强劲，给经济提供了新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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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国的逐步扩散，中国经济在受到严峻冲击后快速下滑，一季度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

增长。二季度经济开始复苏，并在三季度顺利完成重启，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修复能力。 

1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发展 

2019年 12月下旬，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与 SARS类似不明原因的群发性肺炎；2020年 1月疫情开始向全国其他省份扩散。政

府果断在 1月 23日对武汉市“封城”，同时启动了居家隔离政策，有效控制了疫情扩散。为支持武汉、湖北抗疫需要，国家先

后派出 300多个医疗队共 4万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2020 年 2月 18日，全国累计病例数达到 7.4万例（其中湖北省 6.2 万例），此后每日新增病例数开始逐渐下降，疫情得到

明显控制。除武汉市每日新增仍达到 300～400例外，大多数省份每日新增病例数减少为 0。 

3 月中旬，全国本土新增病例数趋于 0，疫情传播得到全面控制。武汉 4 月 6 日解除“封城”；所有援鄂医疗队 4 月 15 日

撤离完毕；4月 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数清零，抗疫获得阶段性胜利。 

6 月，北京迅速采取措施控制新发地批发市场关联疫情；10 月，青岛快速控制青岛市胸科医院有关疫情，表明中国已积累

了丰富的防疫经验并建立了强大的联防机制，足以应对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截至 2020年 10月 19日，现

有确诊病例 258例（其中境外输入 24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4例（均为境外输入），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403例（境外输

入 402例）。做好境外输入风险管理，是国内疫情得以全面控制的重要前提。 

2 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走势分析 

疫情发生后，党和政府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快速反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全国各地先

后采取了“封城”、居家隔离、延迟复工等政策，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直接冲击，但迅速控制了疫情的传播，稳定了民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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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创造了基本条件。到 2020年三季度，经济指标全面稳定，GDP恢复增长趋势，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修复能力。 

2.1快速下滑阶段 

2.1.1 疫情期间限制人员流动及延迟复工政策的严格实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峻考验，经济开始快速下滑。2020 年一季

度，GDP出现了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20年一季度 GDP实现 206504亿元，同比下降 6.8%。其中，第一产业 10186

亿元，下降 3.2%；第二产业 73638亿元，下降 9.6%；第三产业 122680亿元，下降 5.2%。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了 8.4%,3月份的降幅比 2月份已大幅收窄，说明延迟复工等防疫措施的冲击开始吸收；基础材料、新产品、高技术制造仍实现

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成为经济整体下滑背景中的重要亮点，充分说明基础材料等领域的真实需求并未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具

有持续增长的潜力。 

虽然全国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虽然总体下降 12.2%，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 13.2%。面对疫情冲击，高

新技术服务行业需求体现出巨大活力，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等场景又导致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出现，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

机会。相关企业展现了技术能力和创造性，迅速推出各类远程会议和教学等相关服务，有效支持了抗疫，满足了社会需求。 

2.1.2出口下降，贸易顺差骤减。从一季度的货物贸易数据来看，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6.4%，缩减为 6.57万亿元

人民币。出口额 3.33万亿元，同比降幅明显，为 11.4%；进口额的波幅较小，仅下降 0.7%，为 3.24万亿元。贸易顺差减少 80.6%，

缩减为 983.3 亿元。随着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延期复工积压订单交付，3 月出口下降 6.6%，同比较 1～2 月反弹 10.6 个

百分点；随着国内复工等因素刺激，进口同比下降 0.9%，较 1～2 月回升 3.1 个百分点。3 月份当月外贸进出口 2.45 万亿元，

同比下降 0.8%。贸易平衡也由前 2个月的逆差转为顺差。 

2.1.3投资断崖式下滑，3月份降幅开始放缓。一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6.1%，降幅比 1～2月份收窄 8.4个百分

点。分领域看，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同比下降了 19.7%、25.2%和 7.7%。进一步分析，3 月

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1%，较 2月份回升 28.5%。3月份投资环比增长 6.05%，扭转了 2月环比大幅下跌 22.3%的局面。说

明经历武汉“封城”、全国延迟复工后，2月份投资经历了断崖式下滑，但 3月份投资逐步企稳。 

2.2止跌复苏阶段 

2.2.1二季度消费刺激政策开始落地，市场逐步恢复活力。随着各地复商复市政策稳步推进，消费情况明显改善。二季度经

济开始复苏，主要指标重拾增长态势。上半年 GDP实现 456614亿元，同比下降 1.6%；二季度 GDP同比增长 3.2%，环比增长 11.5%，

是上半年 GDP降幅较小的重要原因。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4%，而上半年该指标同比下降了 1.3%。 

2.2.2二季度进出口缓慢回升，出口结构继续趋于改善。在一季度遭受较大冲击后，二季度进出口逐步改善，同比下降 0.2%；

上半年进出口 142,379 亿元，同比下降 3.2%，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3%。出口交货值由 5 月份同比下降 1.4%，转为 6 月份增长

2.6%。值得一提的是，1～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8.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3.3%。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加，

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上半年出口增幅达 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 23.6%、46.4%，成为出口贸易

的亮点，出口结构继续改善。同时也应看到疫情冲击具有长期性，特别是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将增加贸易复苏的不确定性。 

2.2.3二季度消费继续萎缩，但出现缓解迹象。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来看，上半年同比下降 11.4%，其中一季度降幅

为 19%，二季度则缩减为 3.9%，说明在政策刺激下，消费萎缩出现缓解迹象。复工复产初期，消费信心并未完全恢复，上半年

最终消费支出向下拉动国内生产总值 2.9 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出口形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国内消费能否

快速企稳回升，是影响经济重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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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疫情压力下投资降幅明显收窄。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快速止跌迹象，同比下降 3.1%，相对一季度降幅 16.1%

明显改善。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8%、-8.3%、-1.0%，降幅比一季度回升 17.6%、13.6%、12.5%。

公共卫生领域投资增幅明显，上半年增长 15.2%。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5个百分点。伴随着复工的有序

推进，投资已经逐步走出低谷。 

2.3巩固回升阶段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经济在三季度顺利重启，实现由量到质的积极转换。 

2.3.1 经济恢复成效继续巩固，经济从量的快速回升逐步转为质量同步提升。前三季度初步核算的 GDP 同比增长 0.7%，为

722786亿元。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增长态势。 

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来看，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1.2%（其中三季度增长 5.8%），较上半年降幅 1.3%明显改观。国内经

济稳步恢复，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9%、4.7%。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发挥出强大的增长实力，给国民

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经济恢复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2.3.2货物进出口转跌为升，贸易结构进一步改善。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0.7%（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7.5%），

为 231,151 亿元，年内首次恢复增长。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同比增长 0.8%，为 60.2%。机电产品出口扭转上半

年 2.3%的跌势，实现 3.2%的增长。 

2.3.3 三季度消费首次出现增长，网上零售额增幅明显。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7.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4.2个百分点，为 273324亿元。三季度同比增长 0.9%，实现了年内首次季度正增长。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295亿元，

同比增长 3.3%，增速比 8月份加快 2.8个百分点，连续 2个月增长。前三季度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9.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4

个百分点，达到 80065 亿元。最终三季度消费支出对 GDP 拉动 1.7 个百分点。三季度单季消费首次增长是经济趋于稳定的重要

信号，说明费刺激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消费者对经济重启具有充分的信心。 

2.3.4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实现增长，制造业投资下滑幅度收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0.8%，扭转了年内负增长的态势，为 436530 亿元，上半年则是下降 3.1%。环比 9 月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月增长 3.3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2%，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上半年为下降 2.7%；

制造业投资下降 6.5%，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5.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3.7个百分点。高技术

产业投资增长 9.1%，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2.8个百分点。 

3 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原因分析 

3.1国家体制优势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治国方略的巨大力量 

2020 年初突发新冠疫情，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迅速作出反应，采取了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

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国家体制决定了“不以经济利益为先，而以人民利益为本”的决策标准。这次抗击疫情的胜利正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解人民之需、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福的价值追

求。 

武汉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风险，果断“封城”，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打赢武汉保卫战、帮助湖北防控疫情，全国迅速调集人员物资支援武汉、湖北。346支医疗队、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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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全国重症医护人员中近 10%(1 万多名）汇聚武汉，全国四分之一的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集中在湖北。中国迅速、坚

决抗击疫情的行动与欧美疫情爆发后相互指责推卸的混乱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承诺不会放弃每一个患者，应收尽收，全面兜底治疗费用。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中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 5.8

万人次，总医疗费用 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 2.3万元。与某些国家因医疗物资缺乏放弃老年新冠肺炎患者，及患

者害怕承担治疗费用而放弃检验或治疗的情形同样形成鲜明对比。 

信心是经济的基础。只有民众获得疫情得到全面控制的信心，经济才能真正走向复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集全国资源，

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克时艰，才能够迅速控制疫情，极大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抗疫的战略性胜利为复产复工和国民

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本条件。 

3.2完整的产业结构，强大内需潜力是经济迅速恢复的保证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展现了巨大的柔韧性和复苏活力。首先要得益于疫情在国内得到快速控制，在全球率先

实现复工复产。中国具备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复工后，短时间内产业配套体系得到组织，产业链获得强

大支持，生产端得以快速启动。 

同时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的市场承载能力。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断增加，人们

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长期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通过多种手段不断释放国内需求。在本

次疫情发生后采取发放消费券乃至现金补贴、适度放宽住房和汽车消费限制等方式，也进一步迅速释放了消费潜力。因此在二

季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三季度消费迅速得以恢复，给经济重启提供了有力支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零售已走出

疫情冲击，除线上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外，线下消费加快恢复。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和汽车等消费升级商品增速在 9 月都恢复

到两位数以上；9 月份餐饮收入下降 2.9%，降幅连续收窄，已慢慢接近正常水平。到第三季度，消费支出最终对 GDP 实现正拉

动 1.7个百分点。 

中国稳定的生产能力也保障了国际市场供给（特别是防疫物资的保障），积极主动增加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为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顺畅运转做出贡献。例如最近印度多家大型出口纺织企业因疫情无法正常交货，多个订单转移到中国。根据 WTO 公布

的月度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数据测算，1～7月份，中国进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 12.6%，其中出口份额为 13.8%，进口份额为 11.3%，

同比分别提升 1、1.1和 0.8个百分点。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 

3.3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基建项目、数字经济增长强劲，给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 

疫情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持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抓住机遇快速发展；5G 网

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在内的新基建项目持续投入也成为有效拉动投资的重要手段。在疫情冲击下，

高新技术产业制造及投资持续增长的态势展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体现了经济结构完善转型的趋势。 

2020年 9月 16日，经合组织发布《经济展望中期报告》指出，中国将是 2020年 20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按照

经合组织的预期，2020年，中国将实现 1.8%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报告将实现正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疫情出现较早，病毒传

播很快得到控制以及政策支持使经济活动很快恢复三个要素。我们应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不计短期经济得失，“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国方略是快速控制疫情的保证；中国经济体在消费、生产、投资等领域具备良好的增长潜力，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未

发生改变。因此在政策良性刺激下，经济体才能迅速做出反应，并在短期内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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