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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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通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业：市场

需求下降、产业链上下游影响、复工复

产困难、租金成本压力大、生产要素价

格上涨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8．教科文卫及娱乐业：市场需求下

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产业链接上下

游影响、资金链紧张是主要影响因素。

9．建筑业：市场需求下降、产业链

上下游影响、租金压力大是主要影响因

素。

10．房地产业：市场需求下降、租金

压力大、产业链上下游影响、生产要素

价格上涨是主要影响因素。

三、面对疫情冲击，企业积极组织复

工复产，成效显著，但服务业及个体工

商户复工复产状况堪忧

如基期数据已经表明的，面对汹涌

而来的疫情冲击，我国企业表现了强大

的韧性，不失时机地组织复工复产，奋

力自救。本期追踪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

一点：本期收集到总体企业复工率已达

87.8%，其中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的复工率均已达 95% 以上，大

型民营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的复工率也

已达 85% 以上。

比较令人担忧的是个体工商户的情

况。本期数据显示，受市场需求下降、

租金成本压力及资金链紧张等因素影

响，他们目前复业率只有约四分之三

（75.5%）。

分行业看，本期调查中所涉及的房

地产企业复工率最高，为 100%，其次是

工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快递行业，复工率

均达 95% 左右。批发零售业、通讯互联

网与信息科技行业、建筑业复工率也达

到 90% 左右。最值得忧虑的是住宿餐饮

旅游行业、教科文卫及娱乐业，目前复

工率只有 2/3 左右。

四、随着疫情影响加深，企业采取降

薪和裁员举措的比例在上升

由于远程办公、业务上网等措施对不

少企业来说节约成本和创造收入效果有

限，或者属于疫情肆虐之下的必然选择，

尽管仍然是重要的应对疫情冲击措施，

但采用率比上期有明显下降。相比之下，

降价促销、申请政府补贴的采用率明显

上升。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本期通过精

简人员和降低薪资水平来减少资金支出

的企业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增加，进入

了最主要举措之列。

分企业类型看，采取精简人员举措最

普遍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其次是地方国有企业和大型

民营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国有企

业和外资企业采取精简人员举措的比例

较上期有大幅上升，分别上升了 14.5 个

百分点和 13.7 个百分点。

本期数据还显示，采取降薪举措最普

遍的是大型民营企业，比例高达 41.3%，

其次是中小民营企业，比例为 36.6%。采

取降薪举措比例较上期上升幅度最大的

是大型民营企业，上升幅度高达 22.4 个

百分点；其次是外资企业，上升 13.3 了

个百分点。

在各行业中，采取精简人员措施比例

最高的是住宿餐饮旅游业，其次是房地

产行业；采取降低薪资水平措施比例最

高的是房地产行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仓

储快递业和住宿餐饮旅游业。

五、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程度

没有显著上升，政策宣传不足的情形没

有明显改善

与上期相比，企业对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为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影响出台的

各种支持政策了解程度没有明显上升，

对这些政策宣传不足的情形没有改变。

本期对这些政策表示“非常了解”和“比

较了解”的比例合计为 43.6%，大体与

上期持平。相比之下，大型民营企业对

政府支持政策了解程度最高。值得注意

的是，与上期相比，个体工商户对支持

政策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

的比例有了 11.1 个百分点的大幅度上升，

而外资企业的同一比例则下降了 12.1 个

百分点。

图表 13 不同类型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程度（%）

图表 14 本期不同行业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程度（%）

图表 19 不同类型企业的政府支持政策受惠面（%）

图表 20 不同类型企业对政府支持的满意度评分（10 分为满分）

上期 本期 差异

全部企业 42.9 43.6 +0.7
中央企业 40.4 41.5 +1.1
地方国企 45.5 48.7 +3.3
大型民企 45.9 49.6 +3.6
中小民企 42.1 41.8 -0.3
个体户 33.3 44.4 +11.1
外资企业 56.3 44.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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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解 + 非常了解”比例

本期 较上期变化 本期 较上期变化 本期  较上期变化 本期   较上期变化

减免税收 80.7 +3.3 81.1 +19.4 80.1 -9.5 87.0 +0.5

减免企业房租 73.3 +4.9 66.0 +6.5 63.5 -1.5 79.7 +6.7

减免企业水电煤费用 73.1 +2.6 67.9 +10.5 73.7 -6.8 79.7 -6.8

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72.0 +3.0 69.8 +3.9 70.5 -6.1 77.2 +9.7

缓缴社会保险费 71.1 +8.0 60.4 +7.2 67.3 +2.4 80.5 +2.1

延期缴纳税款 71.1 +9.0 67.0 +9.5 73.1 +13.3 75.6 +2.6

延长纳税申报期限 69.8 +5.5 66.0 +8.6 69.2 +5.6 76.4 +6.2

减轻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 69.2 +5.8 60.4 +5.1 69.2 -2.2 78.0 +7.8

灵活、低成本的信贷 67.3 +3.3 72.6 +15.2 67.3 +5.0 82.1 +3.7

物流支持 66.7 +3.5 68.9 +15.7 66.0 -0.2 73.2 +5.6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65.8 +6.1 65.1 +7.6 66.0 +3.7 74.8 +4.5

允许企业暂时性采用灵活的薪酬方式 64.7 +7.0 55.7 +4.6 60.9 +10.2 75.6 +2.6

强化信贷支持 64.6 +2.8 71.7 +10.0 68.6 +10.1 79.7 +6.7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64.1 +3.8 57.5 +8.6 64.7 +3.7 76.4 +0.7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63.0 +9.5 67.0 +7.4 64.1 +16.1 69.9 +2.4

企业职工培训费补贴 58.2 +7.4 58.5 +11.7 60.9 +7.7 66.7 +1.8

全部企业 中央企业 地方国企 大型民企

图表 15 不同类型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需求及变化（上）（%）

图表 16 不同类型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需求及变化（下）（%）

本期 较上期变化 本期 较上期变化 本期  较上期变化 本期   较上期变化

减免税收 80.7 +3.3 80.6 +5.1 77.4 +10.7 81.8 -2.6

减免企业房租 73.3 +4.9 73.9 +5.0 78.5 +9.3 64.9 -10.1

减免企业水电煤费用 73.1 +2.6 71.6 +6.3 76.2 +4.5 67.5 -10.6

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72.0 +3.0 71.1 +2.7 74.3 +5.1 67.5 +8.2

缓缴社会保险费 71.1 +8.0 70.8 +10.7 73.6 +12.0 70.1 -8.0

延期缴纳税款 71.1 +9.0 69.1 +8.6 73.6 +14.6 70.1 -1.7

延长纳税申报期限 69.8 +5.5 68.6 +5.0 70.9 +1.7 68.8 +3.2

减轻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 69.2 +5.8 67.2 +7.5 74.3 +10.2 68.8 -3.0

灵活、低成本的信贷 67.3 +3.3 64.2 +1.1 68.2 +9.2 61.0 -10.8

物流支持 66.7 +3.5 62.8 +1.0 73.6 +9.5 62.3 -12.7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65.8 +6.1 61.3 +4.7 70.9 +17.0 72.7 -2.3

允许企业暂时性采用灵活的薪酬方式 64.7 +7.0 63.5 +7.0 70.9 -3.5 58.4 +2.2

强化信贷支持 64.6 +2.8 59.9 -0.2 67.8 +3.7 51.9 -13.7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64.1 +3.8 60.9 +0.4 69.7 +13.3 59.7 -2.8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63.0 +9.5 59.2 +5.7 67.0 +13.2 61.0 +23.5

企业职工培训费补贴 58.2 +7.4 53.8 +5.5 66.7 +5.1 48.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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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不同类型企业的政府支持政策受惠面（%）

图表 18 不同行业企业的政府支持政策受惠面（%）

中央企业 地方国企 大型民企 中小民企 个体户 外资企业

延期缴纳税款 43.2 -11.1 -0.9 1.6 4.6 -7.9 4.9

减免税收 40.1 -11.8 0.3 -2.7 2.9 0.5 -7.6

缓缴社会保险费 39.7 -5.8 3.2 -2.3 5.0 -17.1 16.1

延长纳税申报期限 35.3 -2.3 0.6 2.1 4.8 -12.7 1.0

减免企业房租 21.1 -12.6 -5.1 7.4 0.7 6.9 -12.0

灵活、低成本的信贷 18.4 -1.4 -0.5 11.7 -0.5 2.3 -14.5

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18.0 -2.9 7.0 0.7 1.3 -4.2 -6.3

减免企业水电煤费用 16.7 -5.4 -3.9 6.1 0.9 1.3 -6.3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16.2 -5.8 5.6 -0.7 2.0 -4.7 -3.2

减轻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 14.2 0.9 4.4 -0.4 0.4 -4.3 4.0

允许企业暂时性采用灵活的薪酬方式 13.4 -3.0 -5.7 2.9 2.1 -1.9 -0.4

物流支持 13.1 -1.8 -0.3 9.6 -2.8 2.6 5.1

企业职工培训费补贴 12.2 1.0 10.2 5.7 -2.2 -1.5 -4.4

强化信贷支持 10.7 1.5 4.7 10.4 -0.8 -3.1 -8.1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9.1 6.0 0.5 5.5 -1.2 -1.5 -2.6

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8.0 -0.5 4.1 4.2 -1.8 -0.8 6.2

其他 1.0 0.9 -0.4 -0.2 -0.1 -1.0 0.3

与总体比较总体（全部
企业）

上期 本期 变化

全部企业 7.6 7.7 +0.1
中央企业 7.8 7.4 -0.4
地方国企 7.8 7.7 -0.1
大型民企 7.6 8.1 +0.5
中小民企 7.5 7.6 +0.2

个体户 7.4 7.6 +0.2
外资企业 7.9 7.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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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不同行业企业对政府支持的满意度评分（10 分为满分）

图表 22 不同类型企业对 2020 年上半年经营收入的同比预期（%）

上期 本期 变化

全部企业 -25.5 -29.4 -3.9
中央企业 -20.4 -20.9 -0.4
地方国企 -21.4 -22.2 -0.8
大型民企 -20.0 -26.1 -6.1
中小民企 -28.1 -29.7 -1.6

个体户 -34.4 -39.3 -4.9
外资企业 -19.7 -26.3 -6.6

分行业看，对支持政策了解程度较低

的主要是服务业，包括住宿餐饮旅游业、

教科文卫及娱乐业、批发零售业、金融

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主要是居民服务

业），以及其他行业（非本项研究的重点）。

六、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渴求度普

遍上升，个体工商户对政策支持的渴求

尤为强烈

与上期相比，企业对调查中列出的

各种政府支持政策渴求度的优先级基本

保持不变，减免税收依然是最受期待的

政策，其次是减免企业房租、减免企业

水电煤费用、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缓缴社会保险费、延期缴纳税款、延长

纳税申报期限、减轻企业住房公积金缴

存负担等。

不过，随着疫情影响的加深，特别是

全球疫情大暴发以来企业承压的持续加

大，企业对政府支持政策的渴求度普遍

攀升，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延期缴纳税款、缓缴社会保

险费和职工培训费补贴。

企业对政策支持渴求的变化因企业

类型的不同而呈现鲜明的不同：

1. 中央企业：对政策支持的渴求大幅

上升 ，特别是在减免税收、物流支持和

灵活低成本的信贷方面，较上期分别上

升了 19.4、15.7 和 15.2 个百分点。

2. 地方国有企业：对减免税收、减

免企业水电煤费用、免征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等具有较高需求的情形已经改

观，渴求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对于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延期缴纳税款、允

许企业暂时性采用灵活的薪酬方式方面

的渴求度则较上期上升 10 个百分点以

上。

3. 大型民营企业：对各种政策支持的

渴求度仍处高位，对免征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减轻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负担

的渴求有较大幅度上升，但对减免企业

水电煤费用的渴求度有所下降。

4. 中小型民营企业：对缓缴社会保

险费、延期缴纳税款、减轻企业住房

公积金缴存负担、允许企业暂时性采

用灵活的薪酬方式的渴求有一定幅度

上升。

5. 个体工商户：对各种政府支持政策

的渴求度普遍大幅上升，其中较上期上

升 10 个点以上的就有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上升 17.0 个百分点）、延期缴纳税款（上

升 14.6 个百分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上

升 13.3 个百分点）、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上

升 13.2 个百分点）、缓缴社会保险费（上

升 12.0 个百分点）、减免税收（上升 10.7

个百分点）、减轻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

负担（上升 10.2 个百分点）。

6. 外资企业：对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

渴求度大幅上升 23.5 个百分点，对企业

职工培训费补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渴求也分别上升 10.6 个百分点和

8.2 个百分点，但对强化信贷支持、物流

支持、减免企业房租、减免企业水电煤

费用等政策性支持的渴求度较上期有明

显下降。

七、从实际效果看，企业比较普遍地

享受到政府政策支持，但不同类型企业、

不同行业企业在不同政策上的受惠面明

显不平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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