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生产经营承压 聚焦“四通”精准施策

亟待加速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省工业企业影响和政策需求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处

为及时掌握浙江工业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了解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和政策诉求，2020 年 2 月 17-23

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信息中心依托浙江省经济监测一体化平台，对全省 5211家工业企业开展专项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

78.1%的企业反映疫情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大，近七成企业预计一季度订单下降 20%以上，订单延期交付

是未来最大挑战。人员不到位、返岗不统一、上下游不完整是影响复工的主因。75%的企业存在资金缺口，

仅 22.9%的企业现金流较好或充足。96.6%的企业反映交通物流受限，其中严重受限的企业超过两成，温州、

台州尤为严重。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区，龙头骨干、大型企业对疫情帮扶政策的感受度更好，企业对减

费降负政策支持的获得感较强。

总体情况：有 78.1%的企业反映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较大，舟山、温州、台州等地区，外贸出口型

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严峻；小微工业企业复工问题突出；劳动力短缺是当前最大困难，订单延期

交付是未来最大挑战

接近八成企业反映疫情影响较大，舟山、温州、台州，出口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严峻。监测

显示，有 78.1%的企业反映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较大，其中，17.6%的企业认为影响严重。分地市看，舟

山（84.8%）、温州（84%）、台州（81.2%）较为严峻，反映影响较大的企业占比分别高于工业面上 6.7、

5.9和 3.1个百分点，尤其是有 32.9%的温州乐清市企业反映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非常严重，大幅高于面

上 15.3 个百分点。分企业看，分别有 80.2%、79.5%的中小企业和外贸出口企业反映影响较大，高于面上

2.1 和 1.4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分别有 80.7%、83.9%的纺织、汽车制造业企业反映影响较大，高于面上

2.6和 5.8个百分点。

小微工业企业复工问题尤为突出。监测显示，仅 28.9%的企业反映产能恢复 50%以上，其中，超过两成

的企业反映恢复不足 30%，对于产能完全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仅 3.2%的企业表示已经恢复，35.8%企业预计

经营恢复正常仍需 1 个月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小微企业复工问题尤为突出，反映产能恢复 50%以上的企

业占比大幅低于面上 9.1个点。

接近七成企业预计一季度订单下降 20%以上，生物医药行业冲击相对较小。监测显示，从短期影响来

看，有 68.4%的企业预计一季度产品订单将下降 20%以上，其中，反映将下降 50%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21.6%；

从长期影响来看，有 68.5%的企业预计全年订单将减少 10%以上，其中，预计将减少 30%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16.9%。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医疗需求集中释放，生物医药行业面临的冲击相对较小，预计一季度订单下降

20%以上和全年订单减少 10%以上的企业占比分别低于面上 15.9和 10.5个百分点。

劳动力短缺是当前最大困难，订单延期交付是未来最大挑战。监测显示，看当前，员工复工率低和招



工难等导致的劳动力短缺（59.6%）、上下游产业链部分环节尚未复工（40.2%）以及物流不畅通（36.2%）

是疫情引起的主要生产经营困难。看未来，订单延期交付（64%）是企业反映后续发展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中，出口企业订单延期交付风险尤为严峻，该项占比大幅高于面上 8.1 个百分点。此外，意向订单减少

（48%）、员工招聘计划推延（43.8%）、产品或服务需求受到抑制（41.7%）等因素也是制约企业未来发展

的主要因素。

图 1 企业对疫情影响的整体判断

图 2 各地市企业对疫情影响的判断

图 3 企业复工情况（左）及产能恢复周期预计



“人员通”方面：人员不到位、返岗不统一、上下游不完整是影响复工的主因；用工缺口较大尤其是

一线生产操作工人不足、主要原材料短缺等供应链瓶颈凸显；企业对物流更畅通、物资更全面、用工更便

利的期待较大

人员不到位、返岗不统一、上下游不完整是企业复工面临的主要困难。监测显示，有 66%的企业反映

人员不到位是影响企业复工的最大因素，此外，上下游供应链受阻（55.6%）、返岗时间不统一（45.7%）、

物流问题（30.6%）、缺少必要的防护设备（20.8%）等也是企业开复工面临的主要困难。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对外来员工的吸引力较大，超过四成的企业反映外籍员工比例超过50%，

其中，比例超过 70%的企业占比为 18.1%。外籍员工比例较高、春节返乡潮升级以及疫情对人流的制约综合

影响，企业复工难问题进一步加剧。

用工不足尤其是一线工人匮乏、供应链不完整尤其是主要原材料短缺等问题凸显。从用工看，近九成

企业反映存在用工缺口，其中，有 30.4%的企业反映缺口超过 30%，主要表现为一线生产操作员工（74.5%）

和技术工程人员（9.5%）短缺，家具制造业一线员工尤为匮乏，表示短缺的企业占比大幅高于面上 7.6 个

百分点。从供应链看，主要原材料短缺（66%）是最大困扰，此外，运输受限（63.2%），经销商、批发商、

终端尚未到位（43.4%）等问题也较为严峻，值得注意的是，造纸及纸制品业原材料短缺（78.5%）、汽车

制造业重要零部件短缺（45.8%）问题突出，占比分别大幅高于面上 12.5和 26.6个百分点。

企业对物流更畅通、物资更全面、用工更便利的期待较大。监测显示，分别有 54.6%、47.5%和 44.7%

的企业希望政府能够协助解决物流不畅通、防护物资短缺、用工相对不便利等问题，此外，企业对政府帮

助协调产业链（30.8%）、完善生活保障（20.2%）、简化复工审核或适当降低复工标准（19%）等措施也较

为期待。

表 1 企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资金通”方面：75%的企业存在资金缺口，仅 22.9%的企业现金流较好或充足，八成企业当前现金流

最多能维持正常运行 3 个月；停工状态下人工综合成本是最大压力，企业对银行提供更多融资便利与优惠

的需求最为迫切

超七成企业有融资缺口，疫情对营业收入减少的影响最大。监测显示，有 75%的企业有融资缺口，其

中，融资缺口超过 10%的企业占比超过四成，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较为严峻，反映有融资缺口和缺口超过 10%

的企业占比分别高于面上 3.5 和 1.8 个百分点。从疫情对企业经营资金造成的影响看，营业收入减少导致

的流动资金紧张（80.2%）、无法及时偿还贷款等债务导致的资金压力加大（20.8%）以及短期融资能力下

降（17%）较为突出。

仅 22.9%的企业现金流较好或充足，80.1%的企业当前现金流最多能维持正常运行 3 个月。监测显示，

仅 22.9%的企业反映当前现金流较好或充足，仍有 27%的企业反映现金流紧张或非常紧张，若疫情延续，企

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压力将进一步加大，80.1%的企业反映当前现金流最多能维持正常运行 3 个月，仅 7.4%

的企业能正常运行 6 个月以上，大型企业实力较为强劲，表示现金流能维持 6 个月以上的企业占比大幅高

于面上、小微企业 6.6和 10.6个百分点。

人工综合成本是最大压力，企业对银行融资便利与优惠的需求最为迫切。停工状态下，企业运营成本

高企，其中员工工资（83.3%）、员工社保及公积金费用（75.5%）等人工综合成本占比最大，此外，银行

贷款或其他融资成本（49.8%）压力也相对较高。面对资金链压力，企业迫切希望政府能够通过进一步推动

银行提供融资便利与优惠（58.1%）、加大财政贷款贴息支持力度（45.7%）、加快成立企业应急救助专项

基金（30.8%）等措施推动企业实现“资金通”。

“物流通”方面：96.6%的企业反映交通物流受限，其中严重受限的企业超过两成，温州、台州尤为严

重；省际、省内设区市间受阻，高速公路、国省道等骨干动脉不畅是主要表现；优化人车管理、提高运输

效率亟待推进

超九成企业反映交通物流受限，受限严重的企业占比超过两成，温州、台州尤为严重。疫情防控期间，

各地道路设卡管控等措施对交通物流产生一定影响。有 96.6%的企业反映当前交通物流受限，其中，有 24.8%

的企业反映严重受限，温州（37.8%）、台州（35.1%）尤为严重，反映严重受限的企业占比分别大幅高于

面上 13、10.3个百分点。

省际、省内设区市间受阻，高速、国省道等骨干动脉不畅是主要表现，测温、核录和劝返是主要管控

手段。监测显示，从地域上看，分别有 69.5%、48.3%的企业反映交通物流不畅主要发生在省际和省内社区

市间，远高于其他区域，也有 19.5%、18.3%的企业认为设区市市域以及县（市、区）范围内受阻较为严重，

而社区（8%）、小区（4.4%）内受阻较轻。从交通方式上看，高速公路、国省道等骨干动脉影响最大，分

别有 53.6%、37.8%的企业反映以上交通方式较为不畅。从管控手段上看，企业主要遭遇测温（66.6%）、



人车核录（52.2%）、劝返（37.2%）、阻拦（26.1%）等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地区遭遇劝返和阻拦的

企业占比大幅高于面上 11.7和 9.8个百分点，此外，有 13.9%的企业反映货运车辆及驾驶员前往重疫区后

无法再返回。

优化人车管理、提高运输效率等方面亟待推进。人车管理方面，分别有 49.2%、31.6%和 30.9%的企业

反映需进一步落实货运车辆专用车道、规范查验放行措施和疫区返回车辆及人员的管理。运输效率方面，

分别有 35.9%、24.9%、10.6%的企业认为需通过加快推进物流企业复工、撤除国省道及农村道路等硬隔离

措施以及利用科技信息化手段提高各类通过效率。服务保障方面，分别有 20.1%、18.5%和 2.8%的企业表示

跨省、跨市、跨县协调服务机制的完善、外贸集装箱运输通畅的保障以及水路物资运输保障的强化较为必

要。

“政策通”方面：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区，龙头骨干、大型企业对疫情帮扶政策的感受度更好；企

业对减费降负政策支持的获得感较强；以“建通道、强走访、优平台”为重点持续深化“三服务”工作较

为关键

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区，龙头骨干、大型企业政策感受度明显较高。近期，浙江出台坚决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 30条、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17条等一系列帮扶政策，有 92.9%

的企业表示知晓，其中已经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企业占比为 23.7%，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区感受度更好，

表示知晓并享受的企业占比分别高于面上 4.5、6.7 和 4.1 个百分点。此外，龙头骨干（30%）、大型企业

（27.3%）感受度明显较高，表示知晓并享受的企业占比大幅高于全省面上和小微企业。

企业对减费降负政策获得感较强。监测显示，超过五成企业已获相关政策支持，其中，分别有 33.8%、

20.4%的企业表示税收或社保费用有所减免缓缴、水电气等要素成本有所降低，占比远高于其他政策支持，

而表示已经获得防疫相关补贴、项目审批、支持外贸出口、减免房租等支持的企业占比均不足一成。疫情

防控期间，街道或开发区管委会（74.3%）、经信部门（57.4%）、省市县政府（40.8%）以及发改部门（36.4%）

与企业的联系相对密切。

以“建通道、强走访、优平台”为重点持续深化“三服务”工作较为关键。面对疫情等突发事件，企

业对各类办理事项审批通道是否高效畅通最为关心，有 55.3%企业希望政府能加快建立审批绿色通道；同

时，也有 49.1%的企业希望政府部门能亲临一线，通过走访企业了解需求，为其把好脉、解难题。此外，

继续强化浙江数字政府建设，依托“浙里办”等平台发布惠企措施、回应企业诉求（32.5%）也是下阶段提

升服务质量的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