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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化工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以湖北宜化为例 

杨檬嘉 朱佳
1
 

(沈阳化工大学,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处于制造业上游的化工产品生产企业也

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全国上下积极防控疫情的同时,疫情防控带来的复工延迟、物流受阻、下游消费

需求减少等消极情况也给化工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营

业收入及现金流量都出现较大波动。本文以湖北宜化为例,分析化工企业在疫情影响下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在保证防疫措施完善的前提下让化工企业重新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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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肺炎疫情对化工企业的影响 

1.1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自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拐点,GDP年度增长率逐年降低,其中 2015年破七,2018年增长率为 6.6%,2019年 GDP的增长率

为 6.1%。鉴于经济下行的趋势,再加上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严重,经济活动的回暖和恢复很有可能推到下半年,2020

年经济增速破六已基本成定局。 

过去一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3.9%,第二产业占比 39%,第一产业占比 7.1%。第三产业实现同比增长

6.9%,甚至超过 GDP 平均增速,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越来越突出。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大的就是包

括餐饮、旅游、电影、线下零售和教培等消费型服务业,所以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在服务业和消费在经济生活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形势下,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影响非常之大。 

1.2化工原料价格下跌 

上游原料中石化原料、煤化工、氯碱、硫酸等的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主要因为下游需求平淡,而上游化工生产企业库存又

比较高,甚至一些石化相关的中下游品种如聚乙烯和聚丙烯等也有很高的库存水平。但同时,疫情也给化工企业带来了结构性的

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与抗疫有关的防护用品、消毒剂等应用行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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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9年中国 GDP增长率 

1.3物流运输受限 

在防疫期间,全国各地都不同情况的采取了道路和交通限制,再加上物流员工,以及外地员工的返程等,更使得物流运输受到

极大限制。然而化工生产又是高度依赖运输的行业,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生产产品的运输、配送与分销。物资及人员流动的阻力无

疑使化工企业的生产运营和管理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 

1.4化工企业生产连续性难以维持 

连续性、自动化和规模大型化是化工企业的几个具体特点,其产业链长,化工产品关联度高。因此,要想保证利润,就必须保

证连续化生产。化工生产的“连续性”作为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基础,在疫情期间却变得极为脆弱。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交

通上的管制导致上游供应商的供应中断;另一方面,市场需求量下降也导致了企业成品库存的大量积压。很多企业受不确定市场

因素的影响,以往按每周或者每月进行的生产计划调度,在疫情期间需要一天一调整,需要企业拥有极高的协调性和能动性。 

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坐标位于美丽的宜昌市的湖北宜化化工,主要经营化肥、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作为湖北省重要的支农骨干企业,是宜昌市

发展现代化工业的重要基地。公司以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系统,化肥、化工生产采用连续不间断方式运行为优势。尽管化肥、

化工行业已处于成熟期,且市场竞争激烈,直到 2019 年该公司的磷酸二铵、气头尿素的市场竞争力仍然保持在行业领先地位;聚

氯乙烯、烧碱装置的盈利水平也居于国内同行业中上游水平。 

3 疫情下湖北宜化出现问题及原因分析 

3.1营业利润巨幅下降 

湖北宜化 2019年归属于本公司净利润为 2822.32 万元,2020年一季度的净利润为-18914.16 万元,同比下降 770.16%。这种

巨大波动的出现,一方面由于受疫情影响化工市场活力弱,下游市场需求量减少导致了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疫情防

控所必须设定的交通限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司的销售活动,使得疫情期间该公司销售费用比同期增长了 58%。 

3.2应收账款回款困难加大 

资产负债表中列式湖北宜化 2019 年应收款项合计为 31158.86 万元,2020 年一季度增长到了 50259.25 万元,涨幅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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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0%。对于购买化工产品的企业,在无法及时复工和交通限制的压力下企业经营状况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客户资金周转困难,

导致还款效率降低。在此种情况下,宜化化工可以适当放宽还款政策,扩大赊销额度,支持下游企业扩大生产,树立良好口碑和信

誉,保留住核心客户的利益。在此阶段务必做好资源调度计划,将优质资源留给重要核心客户,以保证后期实现货款的快速回笼,

确保稳定的现金流量。 

3.3企业大量存货积压,存货周转受限 

2020年一季度湖北宜化存货占流动资产的 54.20%。主要是受到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过多的库存积压不能及时变现会导致

货币资金短缺,资金流断裂,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的收支平衡。化工原料本身对保管环境要求较高,库存积压也会增大储存成本如仓

库、仓管员人工、电力等。疫情下化工产品市场不景气,市场价格偏低,企业库存原材料不可避免会发生贬值,给企业带来亏损。

因此在疫情期间,企业更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保障市场和生产的各个环节信息对称,将精准和开源相结合,聚焦后期排产计划,

减少对企业现金流造成的影响。 

4 疫情下化工企业应对措施 

4.1维持稳定持久的供应商关系 

供应商是为化工企业提供原料、辅料和设备等的重要合作伙伴,维护好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对于保证采购物资时的质优价廉

是很有必要的。此次疫情对化工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物流运输了,这种影响也会向前传递给企业的供应商。当企业与供应商同时

面恶劣的外部环境时,企业应该在本身利益没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帮助自己的供应商共渡难关。另外,在保障自身资金

使用的前提下,可以发挥资金充裕的优势,对于应付款项酌情予以提前支付,缓解上游企业的资金压力;如果企业因为疫情影响,

暂时不需要继续在供应商采购原材料时,应该及时通知供应商,避免双方更大地损失。 

4.2对待核心客户适当放宽赊销额度 

对于化工企业来说,疫情期间市场需求的降低导致了当下客户购买力的不足。即使是在这种特殊时期也要不轻易丢掉任何一

个重要客户,必要时的雪中送炭,关心客户经营状况并积极与客户共享市场信息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增加客户粘性,维护客

户关系最好的手段。对于核心客户来说,保障其利益是首要任务。由于当前的物流不畅,很可能导致企业核心客户的产品紧缺,但

在疫情缓解后,势必会出现需求的暴增,此阶段企业必须做好准备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尽可能优先考虑最核心的客户,确保应收

账款的回笼速度,保持现金流量的稳定。 

4.3提高企业凝聚力,重燃员工信心 

人才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在疫情这种特殊形势下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疫情下很多企业经营困难,员工面临裁员风险,这对

员工的心态也会有很大影响。从公司层面,更要重整旗鼓,聚焦企业目标,凝聚全员信心;站在员工角度解决员工所面临的问题,例

如梳理统计员工的位置分布和身体状况,针对不同的情形设置不同的政策,比如可以实行针对省内员工复工只能乘坐私家车或专

车等交通工具的规定并按照里程给予报销;即使有缓发工资的情况出现,也要与员工做好解释,并出具相应的文件尽最大可能让

员工宽心。从员工的激发层面,在科学防疫、响应政府号召的前提下,要尽量安排员工复工,不管是在公司办公还是在家办公,只

有工作才是对员工尤其是人才最好的激励。 

4.4进行战略调整,实现华丽转身 

战略决定组织发展,现下化工行业已经长期处在粗放式管理的状态,特别是当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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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转型的时期。如何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激发组织的动力、提高团队的灵活性是化工企业进行调整的主要目标。只有同时

进行组织变革、管理变革,产品和业务的转型才是有效的。在面对诸如疫情等不确定性事件来临的时候,化工企业需要有足够的

敏感度,研产供销要快速协调;组织决策需要快速又坚定,信息反馈和传达要透明畅通。正确处理安全和环保这类长期性工作与科

学防疫这类突发性工作的平衡,将科学防疫作为安全管理的一部分。 

在疫情时期,只有自己能够清楚的了解企业自身的症结所在,内部机制做出及时合力的调整改善,在正确合理的流程下才能

产生正确的结果。这个时期要依靠团队而不是舵手引领企业改善的方向,员工是问题的分析师和解决者。采取精益管理的方式才

是最高效的改善方式。精益管理的方式是——授权员工,系统规划,高效执行。授权员工是指每一名员工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围

绕质量提升、节支降耗、效率提升、流程改善提出合理化建议。系统规划上公司可以成立改善委员会,围绕可量化、具体化、关

联性、可行性、对改善建议进行梳理,形成系统性的改善方案。高效执行即各车间、各产线明确责任人及完成时间,制定具有吸

引力的绩效机制,并跟踪实际完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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