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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香港疫情对一季度全国经济影响
总体可控，但对广东省影响较大

内容摘要：2022 年年初，香港出现奥密克戎新冠疫情

并迅速传播，2 月 28 日新增确诊病例甚至突破 3 万例，形

势十分严峻。当前香港疫情正处于快速扩散期，给一季度

全国及广东经济运行带来一定影响。我们运用全球和区域

CGE 模型就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和广东经济的影响进行了

模拟测算，结果显示，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总

体可控，导致一季度 GDP 放缓约 0.1 个百分点，但对广东

省经济影响较大，导致一季度 GDP 放缓约 0.62 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工业、服务业受到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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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和广东省经济影响评估的模型选择

对于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我们选择全球 CGE 模型进

行评估。全球 CGE 模型刻画了全球多地区、多部门的主要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包含全球超过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经济、贸易、产业指

标数据，可以就重大政策或事件对经济总量、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潜在

影响开展情景模拟。本研究选取与香港联系最为紧密的中国内地、日

本、新加坡、台湾、美国、韩国、马来西亚、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

区，构建包含中国内地、香港等 10 区域的全球 CGE 模型,就本轮香港

疫情对全国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测算。

对于本轮香港疫情对广东经济的影响，我们选择区域 CGE 模型进

行评估。区域 CGE 模型主要目的在于刻画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相互反

馈作用，包括区域间贸易、投资流动、劳动力流动等经济行为，可以

就重大政策或事件对区域经济总量、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开展

情景模拟。香港和广东地理相连，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本研究构建包

含 31 个省区市的区域 CGE 模型，就本轮香港疫情对广东经济的影响

进行模拟测算。

二、本轮香港疫情对一季度全国和广东省经济运行的总体影响

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和广东宏观经济的冲击来自供需两端。从需

求端来看，消费、投资、出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是疫情外溢

导致消费下降。近期香港疫情持续恶化，偷渡事件屡屡发生，多地因

香港疫情外溢导致疫情反扑。为了打击偷渡行为，守好“外防输入”

防线，近日广东、湖南、福建等地纷纷加强防疫力度，相关地区采取

餐饮服务单位暂停堂食，酒吧、健身室、浴室、游乐场所关闭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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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出行、娱乐等服务消费需求有

所降低。二是跨境投资受到抑制或延迟。香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

中心之一，是全球投资中国的前沿阵地，亦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超

级联络人”。2020 年国外对中国内地投资的 70.8%是通过香港进行的，

而中国内地对全球的投资也有 55.7%是通过香港进行的。香港疫情的

持续恶化，造成人员流动限制措施的时间更长，给跨境投资现场尽职

调查以及审计评估等工作带来困难，部分项目因此延迟或取消，对当

期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跨境投资业务造成影响。三是转口贸易明显受

阻。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

并且准许在自由港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

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进出口货物经过香港中转的量非

常大，近年来转口贸易占香港贸易总量的比重超过 85％，主要来自

内地和其他国家，其中内地以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主。本轮香港

疫情严重，内地经过香港出口的货物运输受到限制和管制措施，外贸

出口影响明显。从供给端来看，由于内地多个地区出现涉及本轮香港

疫情病例，各地区相应提升疫情防控等级，使得经济活动收缩，原材

料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物流、销售等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一定程度干

扰，部分企业停工减产，深圳、广州等地实行弹性上班或部分单位居

家办公。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本轮香港疫情对工业以及住宿餐饮、交

通运输、文化娱乐、商务服务等服务行业冲击较大，一季度全国 GDP

增速放缓 0.1 个百分点，广东省 GDP 增速放缓 0.62 个百分点。

三、本轮香港疫情对一季度全国和广东省经济运行的分产业影响

工业影响明显。中国内地既是香港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香港第

一大进口来源地，进出口以工业产品为主。一方面，香港的大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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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要从内地进口，2021 年内地出口香港 350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6%，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占 71.4%，内地每年出口香

港的半导体芯片数量约占我国芯片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

内地从香港进口 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9%。受本轮香港疫情影响，

内地与香港工业原材料采购、物流配送、工业产品运输等会受到限制，

将导致部分企业停工，工业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特别是经香港转

口的外贸出口型企业，可能面临交货困难、违约等风险。模型测算结

果显示，本轮香港疫情导致一季度全国工业增速减缓 0.14 个百分点、

广东省工业增速减缓 0.96 个百分点。

服务业影响较大。香港的产业结构中，工商服务业占有很大的比

重，2020 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89.0%。香港是世界上服

务贸易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内地第一大服务贸易合作伙伴。2020

年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总额为 1450.8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总

额比重超过 20%，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将香港的国际贸易资源、优质

商品和专业服务引进内地。本轮香港疫情对服务贸易整体影响较大，

人员难以跨境交流，专业服务输出受到较大影响。随着香港与内地的

经济、社会等事务联系日益增强，这几年内地与香港的文旅密切度正

不断提升，香港游客是内地入境游的主力。2019 年港澳同胞入境游

客数量为 10729.0 万人次，占中国入境游客数量的 73.8%。本轮香港

疫情以来，到内地旅行的香港旅客出现急剧减少，内地旅游业、餐饮

住宿业、交通业均受到较大冲击。同时，本轮香港疫情延缓了我国国

际航空客运开放预期节奏。此外，为防止本轮香港疫情外溢，深圳等

地防疫措施逐步升级，旅游、交通运输、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一定

程度上亦受到影响。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本轮香港疫情导致一季度全

国服务业增速减缓 0.09 个百分点、广东省服务业增速减缓 0.52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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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农业影响甚微。香港作为高度工商业化城市，农业较为薄弱，2020

年本地供应的蔬菜仅占全香港蔬菜的 1.6%左右，种植蔬菜的农地也

仅有 340 公顷左右。内地是香港蔬菜最主要的提供方，也是香港活牛

羊猪等的唯一提供方。本轮香港疫情发生以来，香港蔬菜价格出现短

暂上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深圳加快保障香港蔬菜肉禽等的供

应，蔬菜价格随之回落。根据最新统计，2 月 28 日内地经陆路和水

路抵港的蔬菜供应量约为 2100 吨，为去年平均每日内地蔬菜供应量

的近九成；内地供港的冰鲜猪肉货量亦持续高于平日水平，约为平日

供应量的 1.4 倍；冰鲜家禽货量维持在平日供应量七成左右。模型测

算结果显示，本轮香港疫情导致一季度全国农业生产增速减缓 0.05

个百分点、广东省农业生产增速减缓 0.24 个百分点。

四、几点建议

尽管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一季度经济影响总体可控，对广东影响

较大，但当前香港疫情正处于快速扩散期，对全国和广东二季度经济

造成的冲击要提前准备、做好应对。

一是收紧香港疫情防控措施，尽力尽快压制疫情高峰。根据香港

大学梁卓伟教授团队的预测，疫情将于 3 月中旬左右达到高峰。近期

每日确诊病例数还会持续上升，亟须实施收紧公共卫生和社会防控措

施。首先，安全有序推进老人和儿童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应

快尽快”。其次，向香港市民发放口罩和快速检测包，尽快尽早发现

感染者。最后，降低全社会活动程度，鼓励通过居家网上办公方式处

理日常工作，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

二是多措并举阻断疫情扩散，严防大面积向内地外溢。为最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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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和扩散至内地，倡导香港市民提高疫情防控意

识，严格遵守防疫要求，非必要不出行，对机场、车站、道路等交通

枢纽设置卡口，严控人员、车辆离开香港。广东等地要加大对机场、

车站、酒店等的排查力度，充分利用大数据调查、网格化排查等方式，

对香港地区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对从香港偷渡进入内地的病例密接和

次密接、健康码非绿码、紧密伴随等重点人员，实行集中隔离重点管

控措施。

三是统筹推进全产业链协同，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继续集

中精力抓好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全国层面上要统筹推进全产

业链协同，积极引导广东地区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各环

节协同循环畅通，努力把本轮香港疫情对全国和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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