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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恢复向好势头 助力经济常态回归——2023 年

一季度上海经济运行特征及后续走势研判

汪曾涛 马海倩 徐逸菁
1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2)

【摘 要】: 2023 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平稳运行，并逐渐回归至经济基本面，2023 年下半年将进一步向常态化

增长水平回归，最终实现全年平稳增长。参照对标地区的复苏态势，在经济运行走出疫情感染周期并实现恢复增长

的过程中，供需匹配和双向发力对于经济循环的恢复至关重要，这也是上海把握超跌反弹窗口期、加快经济常态化

恢复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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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3 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在相对低位运行中确立恢复趋势

上海经济经历了 2020—2022 年疫情强周期后，于 2022 年末迎来重要转折，2023 年开局进入疫情扰动关系转换、经济活动

加快回归的过渡时期。总体而言，2023 年上海经济低位开局，一季度上海 GDP 增长 3%,较 2022 年同期略低。这主要受以下三方

面因素影响。

(一)大规模集中感染的疫情冲击及“过峰”后的延续影响

从对标地区看，一个疫情感染周期，即感染人数经过“爬升—达峰—回落”,一般为 4个月左右，如中国台湾地区在防疫措

施放松后于 2022 年 4—8 月进入较大规模感染周期，韩国于 2022 年 1—5 月进入较大规模感染周期。观察对标地区疫情感染周

期中的经济运行变化情况，发现达峰当季经济会遭受“瞬时冲击”,零售消费、人流活动等数据明显下降，GDP 环比增速也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表 1),如中国台湾地区下降近 1个百分点、新加坡下降 2.2 个百分点等。

从上海表现看，2022 年 12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的一波大规模集中感染周期，也对上海 2023 年一季度经济带来

“瞬时冲击”,尽管相较对标地区达峰速度快、持续时间短，但“过峰”后经济活动的完全恢复尚需时日。以上海地铁客运量数

据为例，自 2022 年 12 月 18 日起，地铁日客运量显著低于正常水平，12 月 25 日降至 176 万人次，创下本轮冲击最低点，“触

底”全程仅用时 1 周，对标地区则至少用时 1 个月；此后地铁日客运量逐渐回升，2023 年 1 月 11 日恢复至春节前最高值，达

864 万人次，约为本轮疫情前的 86.4%,
①
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74.1%;

②
2023 年一季度上海地铁客运量日均 879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9.1%。

表 1 对标地区疫情感染周期 GDP 增速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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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峰值当季 疫情峰值后一季 疫情峰值后二季

当季 GDP 增速

同比/%

较前一季度

变化/百分点
当季 GDP 增速

同比/%

较前一季度

变化/百分点
当季 GDP 增速

同比/%

较前一季度

变化/百分点

中国香港 -3.90 -8.60 -1.30 2.60 -4.50 -3.20

中国台湾
2.95 -0.92 4.01 1.06 -0.86 -4.87

日本
0.40 -0.40 1.60 1.20 1.50 -0.10

韩国
2.95 -0.10 3.07 0.12 1.32 -2.95

新加坡
3.90 -2.20 4.50 0.60 4.10 -0.40

越南
5.05 -0.17 7.83 2.78 13.67 5.8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二)疫情周期转换后特殊春节经济加持

一方面，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释放线下消费热度，显现潜在消费韧性。2023 年春节期间，上海住宿、旅游等行业均有亮

眼表现。美团数据显示，假期前 6天，上海日均消费规模同比 2019 年春节增长 66%。消费大数据也显示，全市餐饮业消费金额

为 41 亿元，同比增长 4.9%。另一方面，“就地过年”的经济带动作用消退，上海春节经济较去年同期并未对一季度经济形成增

量贡献。例如，上海线下消费支付金额虽较 2019 年同期大幅增长，但相较 2022 年则下降 12.3%(图 1),留沪过年人员同比减少

约 408 万人。
③

(三)外需整体偏弱态势未改观

受欧美需求萎缩、需求订单减少、部分产能转移等因素影响，上海出口延续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的下降态势，一季度出口

增长-1.4%,低于全国 9.8 个百分点，其中笔记本电脑出口增长-51.7%,降幅较 2020 年四季度加深 36 个百分点，手机、集成电路、

存储部件等相关零部件出口分别增长-15%、-10.7%、-31.7%。出口下滑叠加国内需求不足，工业生产受到重大影响，一季度全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3%,其中汽车、电子和化工制造业分别增长-2.6%、-25.3%、-8.1%。若出口持续疲弱还将影响交

通运输、批发等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反弹力度。



3

二、 巩固经济恢复势头须精准把握相关服务业超跌反弹窗口期和发力点

2023 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尽管从数据表现看相对较低，但也迎来疫情这一短期最大负面因素退出后的重要转折，经济恢复向

好的预期正在确立。从对标地区看，达峰隔季 GDP 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升，如中国香港上升 2.6 个百分点，中国台湾上升 1.1

个百分点。特别是餐饮、零售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领域将迎来反弹行情。由此，上海经济在疫情感染周期后也将迎来明显

回升，加之 2022 年同期的超低基数，二季度将形成阶段高点。据初步测算，2023 年二季度上海 GDP 有望实现当季 12%以上的增

长，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疫情相关服务业的反弹力度和持续长度。参照对标地区，我们重点分析 5 个疫情相关服务业走势，

以期把握经济超跌反弹窗口期、找准行业恢复着力点。

(一)批发零售业：重点关注零售端的反弹延续和增势

从对标地区看，在疫情“过峰”后零售端即出现 1～2 个月的较强反弹。例如，中国香港 2022 年 3 月总销货值同比增速降

至-13.8%,4 月防疫措施调整后迅速回升至 11.7%,自 5 月(-1.6%)起则重回本轮疫情前趋势水平(图 2)。再如，越南 2022 年 3—4

月防疫措施部分调整后，月零售额两年同比增速
④
大幅升至 9.3%和 22.9%(2 月为 2.36%),此后自 5月起回落至 5%～7%的常态水平

(图 2)。批发端则与经济基本面关联度更高。例如，2022 年疫情防控期间，日本批发与零售业并未随疫情感染周期和防疫政策

调整波动，而是受外需疲弱拖累呈现缓慢下行态势(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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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四季度，受金属价格走低、国内疫情散发影响，上海批发零售业整体面临较大压力，商品销售总额降幅扩大至 7.8%(批

发业下降 8.4%,零售业下降 0.7%),年末疫情感染高峰又对零售端造成明显冲击，12 月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降幅扩

大至 8.3%(前值为下降 3.9%)。2023 年开局以来，零售端在疫情“过峰”后出现短期反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2%,由负转正，其中 3月份同比增长 25.5%。后续可从 3个方面再用力：一是政策助力延续反弹时长。关注新一轮稳增长促消

费政策的释放效应，发动重点商圈配合“小长假”及“五五购物节”,力争拉长线下消费反弹热潮。二是相关行业回暖增强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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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在前期出让土地、新房集中竣工等因素推动下，将顺势提振建材、家居、家电等上下游消费等。三是线上联动再添消费

新场景。推动线下场景与数字化深度融合，推动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应用拓展，从而实现线上消费再提速。

(二)交通运输业：重点关注物流效率恢复及航运扩容和航空重启

从对标地区看，交通运输业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较明显，防疫措施放松后，行业整体回归自身逻辑，仅客运部分在感染达

峰中出现异常变化。例如，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区在疫情感染周期中旅客数量降低，但货物运输则保持相对平稳(图 4),行业表

现与经济基本面高度关联。

2023 年一季度以来，上海市内客运和货运量均有所下降，截至 3月 10 日，日均地铁客运量 824.9 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

-9%;平均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为 71.2,较上年同期增长-30.5%。物流效率损失是防疫措施影响经济循环的重要表现，交通运输行业

从疫情重大影响中恢复常态并实现增长应着眼于物流效率的恢复与提升。重点可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推动公路运输修复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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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同时优化物流组织体系，强化枢纽节点功能，为要素流动及经济循环的恢复提供基础支撑。二是推动航运市场扩容，依托

功能性平台及关键市场主体，提升链接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能力，提升数字化、自动化技术应用水平，强化“双循环”链接

枢纽的基础支撑。三是推动跨境航空重启，助力航空市场有序回暖，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趁势提升上海航空枢纽功能。

(三)住宿餐饮业：在延续反弹热度的基础上跟进关注市场活力与创新转型

从对标地区看，行业表现与疫情规模高度反向关联，在防疫措施放松、感染达峰回落时，住宿餐饮业快速回暖且反弹力度

通常较大，疫情反复时也更易受影响。其中餐饮端表现出更强的疫情敏感度，而住宿端还与商务、旅游市场的恢复相关联。例

如，韩国住宿餐饮服务活动指数分别在 2022 年 3 月、9 月两次疫情高峰时出现下降，隔月即实现较快回升(图 5),且超出 2019

年水平。再如，新加坡餐饮服务指数在 2022 年 3 月、7月、9 月出现下降(图 5),其后走势也超出疫情前水平。

2023 年开局以来，上海住宿餐饮业呈现较好的恢复势头。例如，2023 年 1 月上海五星级饭店客房平均出租率达 40.1%,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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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4.7 个百分点，这与对标地区感染过峰后的销售趋势是一致的，后续恢复的着眼点亦在于延续反弹热度，并与旅游、购物、

文娱等业态形成较好联动。同时，还须关注以下两方面：一是做好疫情反复的应对预案。从对标地区看，疫情感染周期通常都

不会只经历一轮，如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在 2022 年都曾出现 2～3 轮感染高峰，间隔大约 4～6个月不等。再如，

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至今已出现 5轮及以上的明显感染高峰，且自 2022 年以来平均感染峰值间隔有所缩短(3 个月或更短)。

反观上海，本轮感染周期已形成较强的免疫屏障，再次出现集中大规模感染的可能性较小，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干扰，特别是

在餐饮住宿等疫情高敏感领域，还应做好预案、稳住预期，持续关注中小商户的回归和营收恢复，尽量减少疫情对行业的扰动

影响。二是挖掘新生活方式下的新消费潜力，疫情或已使居民生活方式发生趋势性转变，“懒宅”世代(主要为 95 后和 00 后)

逐渐成为主流消费人群，外卖、预制菜等更受青睐。同时，疫情使健康生活愈发成为消费者的主流需求，轻饮食、“运动+休闲”

型住宿等体验感更佳的新型业务获得更多关注，并悄然倒逼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加快创新和转型。

(四)文化娱乐业：重点关注优质内容供给和消费场景创造

从对标地区看，防疫措施放松是行业触底恢复的关键拐点，如中国香港、越南等在防疫政策调整后均出现相关文娱活动场

景的快速恢复(图 6)。同时文化娱乐类场所恢复正常运营后，主要文化市场(如影视行业)即回归自身发展周期，疫情反复对行业

走势不再形成明显影响，内容供给成为制约行业进一步回暖的主要原因。以北美电影市场疫后恢复情况为例，2022 年上映影片

数量仅为 2019 年的 54.0%,尽管票房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增长，但也仅恢复至疫情前的 64.8%,2019 年为 113.63 亿美元，2022 年

仅为 73.68 亿美元。

上海文娱市场的表现已显示出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的恢复热度。其中春节电影票房累计达 2.62 亿元，创历史新高，居全国

城市票房第 1 位；上海电影局公告显示，2023 年 1—2月公司累计实现票房同比增长 10.43%,卖品收入同比增长 67.7%,人均卖品

收入同比增长 79.7%;2023 年 1—2 月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营收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6%,迪士尼乐园游客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7%,3 月以来日游客量最高超过 8万人。后续行业总体回归常态发展逻辑，上海应着眼于演艺之都建设的系统推进，从以下两方

面下功夫：一是持续强化优质内容供给。文化市场的复苏与内容供给强相关，在市场需求迎来疫后释放的关键窗口期，有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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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储备影片与演艺节目的排期上市，加快“上海出品”特色节目的开发，加快重启疫情防控期间停滞的海外优质内容对接及“首

演”引入，丰富文化演艺市场供给。二是持续创造文化消费新场景。“Z世代”
⑤
消费群体催生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文化产品与数字化的融合提供了全新赛道，传统文化消费场景迎来加速转型，上海应加快发展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业态，积极

培育新型剧场经济等现象级消费热潮。

(五)旅游休闲业：重点关注服务供给和国际游客吸引

从对标地区看，出入境限制取消后，跨境旅游业出现半年左右的快速恢复期，但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仍需较长时间。例如，

2022 年 4 月新加坡放开入境限制后，10月入境人数增长至 4月的 2.7 倍，恢复至疫情前的 70%左右；2022 年 3 月越南重新开放

国际旅游后，12 月接待国际游客量超过 70.7 万人次，并保持较快增长；目前，日韩等国的国际旅客吞吐量恢复至疫情前 50%左

右。进一步观察跨境旅游恢复的人员结构情况发现，商务游的修复快于观光游，出入境限制取消后商务旅客即开始回流，并呈

现先快后慢趋势；观光旅客的回流相对慢，但恢复弹性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例如，2022 年 3 月日本分阶段放宽入境管控措施

后，商务旅客增速明显快于观光旅客，但 7 月后商务旅客增速明显放缓，观光旅客增速则加快，到 9 月观光旅客增速超过商务

旅客，显示出较强的增长后劲(图 7)。

上海在优化防疫政策并度过感染高峰后，国内游热度已快速恢复，2023 年春节假期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1002 万人次，其中主

要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412 万人次，恢复至疫情前约 90%的水平，预计年内将逐渐转入平稳修复期。国际游虽然旅客规模小，但却

是“创收重地”。2019 年上海入境游客总数(897 万人次)仅为国内游客数量(3.61 亿人次)的 2.5%,但其产生的外汇收入(83.76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游客收入(4789.30 亿人民币)的 12.2%,入境游是上海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恢

复态势已现，2023 年 1—2月累计增长 26.3%(2 月当月为 62%),但仍与 2019 年同期水平相差甚远(1月不到 2019 年同期的 10%)。

国际游还具有极大的恢复空间，是支撑 2023 年行业增长的重要动能。同时还应看到，我国防疫措施放开还将加快全球旅游业复

苏。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3 年全球国际游客总人次或将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 80%～95%(2022 年为 63%)。上海要充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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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本轮国际游热潮，抢占亚太地区旅游复苏先机，推动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再上台阶，加快建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接下来应

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旅游服务供给恢复。配合国内入境政策放开节奏，扶助在疫情中蒙受损失的旅游企业主体，加

快恢复并新开国际航线，鼓励旅游企业重新推出国际旅游产品，加大上海都市游宣发力度，恢复跨境游服务供给。二是加大对

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度。近期亚洲多地纷纷出台政策吸引游客，如中国香港向海内外旅客免费发放 50 万张机票、东盟各国简化出

入境手续等，上海可结合促消费政策、上海旅游节等，适时出台在地旅游消费优惠政策，以更大力度吸引国际游客。

三、 推动经济常态化回归须持续关注供需双向联动和市场主体恢复

总体而言，2023 年一季度上海经济平稳运行，并逐渐回归至经济基本面，2023 年下半年将进一步向常态化增长水平回归，

最终实现全年平稳增长。据初步测算，2023 年上海 GDP 增速约为 6.0%,其中疫情相关服务业有望产生正向拉动 1.6～2.2 个百分

点。参照对标地区的复苏态势，在经济运行走出疫情感染周期并实现恢复增长的过程中，供需匹配和双向发力对于经济循环的

恢复至关重要，这也是上海把握超跌反弹窗口期、加快经济常态化恢复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持续关注供给恢复及市场主体回归

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经济恢复需要供需两端同步回暖，尤其要考虑供需两侧各自遵循的不同运行逻辑，即需求端更具弹

性，而供给端则更具惯性，因此在呵护需求恢复势头的同时，也要重点关注供给端的恢复。从对标地区看，疫情感染周期后都

不同程度地出现商品价格上涨，其背后就与需求短期集中释放而供给未能及时匹配有关。例如，2022 年 3 月新加坡放松防疫措

施后，当月 CPI 增速突破 5%关口并一路攀升至 7%(同年 7 月),8 月交通运输 CPI 高达 20.2%(2019 年同期为 1.2%)。再如，2022

年 3—5 月越南逐步放松防疫措施后，CPI 增速逐月攀升，其中文体娱乐价格连上台阶(4—7 月连续突破 1%、2%、3%、4%),6 月

交通运输 CPI 高达 21.4%(2019 年同期为-0.5%)。

上海供给端的恢复，首先应关注疫情防控期间受损市场主体的回归。2022 年上海企业主体数量呈现“少增多减”态势，全

市新设企业 37.0 万户，同比大幅减少 21.5%,注册资本减少 32.8%。与此同时，注销企业数量出现较快增长，2022 年注销企业

17.8 万户，同比增长 34.3%,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建筑、交通运输、信息传输与技术等

领域的市场主体损失数量居前。

(二)跟踪关注用工市场、利润回升、预期改善“三条线”

市场主体面临用工、利润、预期等影响因素，三者互相交织，在短中长期内呈现递进关系，这与疫情冲击有关，也受疫情

“长尾效应”影响，需持续恢复改善。

一是助力解决结构性招工难题。服务业从业人员短缺的情况已有所显现。2023 年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春节后酒店餐饮、娱

乐休闲、旅游度假等行业招聘职位数快速反弹，其中酒店餐饮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40%,排在各行业之首；娱乐休闲、旅游度假

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15.4%、1.7%。随着经济的持续恢复，企业用工需求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面临结构性招工压力，要

着重跟踪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就业领域。

二是降本增效助力企业利润改善。2022 年在严格防疫措施要求下，企业经营成本明显抬升，且高频次核酸检测、物流增加

中转环节、临时封控风险应对、企业用工不足等因素也使企业生产经营和供应链效率大打折扣，严重削弱企业利润，规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788.19 亿元，同比下降 11.7%。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增速分化情况也亟待改善，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

持续突出，2022 年规上小型工业产值增速为-9.3%(大型为 4.9%)。随着疫情对生产、消费场景的冲击逐渐减弱，由防疫造成的

额外成本有望回落，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接续出台，减税降费政策多措频出，企业利润有望筑底回升。

三是政策接续稳固企业预期。加快市场主体回归的关键仍是预期改善，自防疫措施优化调整后，企业信心出现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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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但在外需持续走弱、疫情可能反复、内需方才恢复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预期总体仍处在低位。后续在

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走势的基础上，应着力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心的恢复，维护来之

不易的预期好转势头，落实好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和上海多轮稳增长政策措施，聚焦扩需求、强主体、优环境，跟踪研

究并适时出台接续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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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以 2022 年 12 月 5—9日上海工作日地铁客运量数据作为比照基准。

② 以 2019 年 1 月 21—25 日上海工作日地铁客运量数据作为比照基准。

③ 2023 年上海春运对外发送旅客量约为 1486 万人次，2022 年同期发送量约为 1078 万人次。

④此处数据剔除 2021 年下半年超低基数影响,采用 2021—2022 年两年月零售额平均增速。

⑤“Z世代”通常是指在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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