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 张郁
E-mail: yuzhang@cneo.com.cn

美编 | 牛大伟 　校对 | 谷红欣
Research

2020 年 6 月 8 日

调 查

责编    邮箱

06

56.4

76.1

62.6

59.4

57.5

56.4

55.1

53.3

51.9

47.9

44.2

51.1

总体

住宿餐饮旅游

批发零售

交运仓储快递

房地产

教科文卫及娱乐

其他服务

通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

工业

建筑业

金融服务

其他行业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影响的
跟踪调查分析报告

另外，本研究做分行业分析时，鉴

于部分行业样本较小，为充分利用数据，

在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对部

分相似或相关联行业做了归并处理，如

把住宿和餐饮业与旅游业合并为一类，

称为“住宿餐饮旅游业”，把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合并为一类，称为“科

教文卫及娱乐业”。

研究分析

一、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冲击面显著

扩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中央企业和外

资企业也已大面积受疫情冲击，住宿餐

饮旅游业受冲击最广

总体来看，本期有 17.2% 的企业表

示“影响非常大，可能导致企业经营难

以为继”，较上期上升了 4.7 个百分点；

34.2% 的企业表示“影响比较大，会造成

企业经营困难”，较上期上升了 1.2 个百

分点。尽管仍只有 5.0% 的企业表示“影

响极大，使企业面临倒闭危险”，但这

一数据也较上期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种情形归结为受冲击

面，则总体受冲击面为 56.4%，较上期的

48.8% 上升了 7.5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抗风险能力较强、

在基期表示受冲击较小的中央企业和外

资企业，在本期受冲击面显著扩大，

其中中央企业受冲击面从 27.1% 上升到

42.5%，外资企业受冲击面从 37.5% 上升

到 51.9%，分别上升了 15.4 个百分点和

14.4 个百分点。

本期大型民营企业的受冲击面为

55.3%，比上期上升了 12.0 个百分点；受

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个体工商户，其受

冲击面仍呈上升趋势，本期达到 71.3%，

比上期上升 3.8 个百分点。

此外，本期地方国有企业的受冲击

面为 42.9%，中小型民营企业受冲击面为

57.0%，分别与上期大体持平。

分行业来看，住宿餐饮旅游业受冲

击最广，受冲击面高达 76.1%，超过四分

之三，比总体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其次

是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快递业、房地

产业，其受冲击面也高于总体。相对而言，

金融服务业、建筑业、工业受冲击面相

对较小，但也全部在 40% 以上。

二、市场需求下降成为疫情对企业

冲击的主导因素，其次是资金链因素和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素

随着我国抗疫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与上期相比，复工复产困难和物流缺乏

保障的因素已经下降到相对次要位置。

与此同时，在上期已是首要影响因素的

市场需求下降，在本期影响范围继续大

幅攀升 13.2 个百分点，达到 58.8%。资金

链紧张和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

范围分别较上期上升6.1 和 5.1 个百分点，

达到 35.0% 和 34.8%。

市场需求下降因素对民营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影响范围上升幅度最大，而资

金链紧张则对中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影

响范围上升最大。受益于地方政府的重

点关注和政策倾斜，大型民营企业的资

金链紧张因素出现了缓解迹象。

分行业看，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冲击

角度有明显的差别：

1．工业：受影响的主要方面是市场需求

下降（68.3%）、产业链上下游影响（51.0%），

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45.0%）。

2．批发零售业：市场需求下降、租金成

本压力大、资金链紧张是三个最主要影响因素。

3．交通运输仓储及快递业：市场需

求下降、产业链上下游影响、生产要素

价格上涨是主要影响因素。

4．住宿餐饮旅游业：市场需求下降

首当其冲，是关键要素，其次是租金成本，

再其次是资金链紧张。

5．金融服务业：市场需求下降、复

工复产困难、租金成本压力大是主要影

响要素。

6．其他服务业（主要是居民服务业）：

市场需求下降、资金链紧张、租金成本压

力大、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主要影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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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疫情对企业经营的总体影响程度（%）

图表 2 疫情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冲击面（%）

图表 3 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冲击面（%）

图表 4 疫情对企业影响的具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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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市场需求因素及资金链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范围（%）

企业类型
市场需求下降，订单减少 资金链紧张，流动资金有缺口

上期 本期 变化 上期 本期 变化
全部企业 45.7 58.8 +13.2 28.9 35.0 +6.1
中央企业 44.7 49.0 +4.4 10.6 23.1 +12.4
地方国企 48.1 54.9 +6.9 20.8 28.1 +7.3
大型民企 40.5 57.0 +16.5 37.8 33.9 -4.0
中小民企 46.5 61.9 +15.4 36.4 39.8 +3.4
个体户 35.9 57.6 +21.7 23.1 33.9 +10.8

外资企业 59.4 64.5 +5.1 21.9 30.3 +8.4

影响因素 总体 工业 批发
零售

交运仓
储快递

住宿餐
饮旅游

金融
服务

市场需求下降，订单减少 58.8 68.3 63.3 58.5 66.7 51.3
资金链紧张，流动资金有缺口 35.0 34.3 35.9 22.6 35.2 19.7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成本上升 34.8 45.0 34.3 33.0 33.3 17.1

受产业链上下游影响，
订单履行困难 34.2 51.0 33.9 34.9 29.6 22.4

租金成本压力大 30.6 15.7 44.5 11.3 48.1 28.9
交通运输不畅，物流没有保障 24.7 37.0 25.7 32.1 17.6 21.1

复工复产困难 24.4 17.3 19.6 23.6 33.3 30.3
税费负担过重 14.1 14.3 17.1 12.3 13.0 9.2

其他因素 1.1 0.3 0.0 0.0 0.0 2.6

图表 6 疫情对不同行业企业发生影响的具体方面（上）（%）

图表 8 不同类型企业的复工率（%）

图表 7 疫情对不同行业企业发生影响的具体方面（下）（%）

影响因素 其他

服务
通讯互联网

与信息科技

教科文卫

及娱乐
建筑业 房地产 其他行业

市场需求下降，订单减少 60.7 49.2 55.0 47.9 52.5 40.0

资金链紧张，
流动资金有缺口

36.4 25.7 33.6 29.8 32.5 20.0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成本上升

30.8 30.2 36.6 29.8 42.5 20.0

受产业链上下游影响，
订单履行困难

24.3 40.8 35.1 41.5 45.0 40.0

租金成本压力大 37.4 30.7 26.0 41.5 47.5 33.3

交通运输不畅，
物流没有保障

14.0 12.8 14.5 10.6 27.5 11.1

复工复产困难 23.4 32.4 26.0 29.8 17.5 33.3

税费负担过重 14.0 22.9 13.7 26.6 12.5 15.6

其他因素 2.8 3.4 1.5 1.1 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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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不同行业企业的复工率（%）

图表 10 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的举措（%）

上期 本期 变化

远程办公 43.3 34.7 -8.6

降低薪资水平 26.7 32.6 +5.9

精简人员 23.1 31.4 +8.3

通过降价、促销扩大销售 20.0 28.0 +8.0

申请政府补贴 22.2 26.8 +4.6

业务上网，加快数字化转型 31.5 25.9 -5.5

关闭全部或部分业务 17.2 18.6 +1.3

向银行借贷 14.0 14.7 +0.7

加大力度向社会融资 7.8 9.8 +2.0

业务外包 8.0 8.0 -0.0

将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 3.0 2.0 -1.1

其他 1.1 0.5 -0.6

上期 本期 变化 上期 本期 变化

全部企业 23.1 31.4 +8.3 26.7 32.6 +5.9
中央企业 8.5 6.7 -1.8 23.4 26.9 +3.5
地方国企 13.0 27.5 +14.5 20.8 26.8 +6.0
大型民企 21.6 25.6 +4.0 18.9 41.3 +22.4
中小民企 29.4 35.8 +6.4 31.6 36.6 +5.1
个体户 28.2 35.0 +6.8 33.3 24.5 -8.8
外资企业 21.9 35.5 +13.7 15.6 28.9 +13.3

精简人员 降低薪资水平

图表 11 不同类型企业采取裁员降薪举措的比例变化（%）

精简人员 降低薪资水平
总体 31.4 32.6
工业 34.0 30.0

批发零售 33.1 36.3
交运仓储快递 25.5 40.6
住宿餐饮旅游 53.7 38.9

金融服务 19.7 23.7
其他服务 29.0 30.8

通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 25.1 34.6
教科文卫及娱乐 31.3 29.8

建筑业 27.7 24.5
房地产 37.5 47.5

其他行业 17.8 20.0

图表 12 本期不同行业企业采取裁员降薪举措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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