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浙江产业发展的应对与调整

俞新观

步入疫情下半场，浙江产业发展应做哪些应对与调整？能否将应对疫情产业经济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值得深思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展现出强大高效的组

织和动员能力，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从目前看，阻击疫情的上半场胜利已成定局。疫情下，浙

江产业经历了复工复产的大考，经受了短暂的挣扎期，复工复产后逐步回归正轨。现已步入阻击疫情下半

场，根据国内外疫情变化新趋势，浙江产业发展应做哪些应对与调整，能否将应对疫情产业经济转化为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将决定浙江产业经济健康发展“总答案”。

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呼唤中国产业担当

从疫情发展态势看，我国果断采取抗疫措施，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

随着疫情不断蔓延，境外金融市场、原油市场动荡不已，股市熔断机制频频触发，全球化的供应链面临崩

溃，商业活动面临停滞，引发全球市场濒临“全面危机”，由此导致资金出逃、消费降温和产业转移，这

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国内疫情的下半场正是境外疫情的上半场。从公共卫生需求角度看，国内口罩、防护服、医用护目镜、

负压救护车、专用检测试剂、相关药品等医用物资已渡过了告急期和紧平衡期，进入基本供需平衡期，其

中医用口罩类消费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成为社会消费常态，或许不断推出耐用防护新口罩，带动新一轮消

费，由可有可无消费品转变为必用品或必备品。目前，国外医用口罩、防护服、医用护目镜、负压救护车、

专用检测试剂、相关药品等面临极大的需求缺口，尤其是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纷纷告急，个别国家不得不

取消对我医用产品进口限制。在人类共同灾难面前，我国不仅向世界输出抗击疫情“中国方案”，并通过

扩产能、调结构满足世界公共卫生市场应急需求，彰显负责任大国和制造大国的担当。



浙江有空间在防疫相关产业上挖潜发力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的约 50%，正常最大日产

能是 2000 多万只，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透露已提升到 1.16亿只，浙江、山东、河北、北京、河南是中国

口罩企业数量最多的五个省份，占全国口罩企业总数的六成以上。浙江涉及口罩类经营生产的企业全国最

多，但浙江拥有医用口罩许可证生产的企业比例严重失衡，全国拥有医用口罩许可证生产企业占比前三位

是河南（19.71%）、江西（16.23%）、江苏（13.91%），浙江占比只有 3.19%。浙江有条件发挥产业链完

整优势，通过政策供给和纾困解难，加强相关自主技术，开发新产品，扩大新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快速提升医用口罩生产能力，不断扩大浙江医用口罩市场份额，弥补国内外医用口罩需求缺口。同样，浙

江是面料大省和服装大省，可调动各方力量，新增或改造生产线，向药监部门加快医用防护服注册报审，

扩大医用防护服产能，切实保障国内外应急需求。

提前谋划全球供应链崩溃应对预案

从目前态势看，境外疫情全面爆发已不可逆转，势必引起全球供应链瘫痪，对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

换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浙江产业外向依存度高，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态势，

将考验管理者与经营者智慧，应对措施须提前部署。一是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为外向型产业保驾护航；二

是加大对外向型企业金融支持和出口退税力度，纾解企业回款困难；三是倡导重新设计多元供应链，不单

从成本出发，而是围绕风险竞争力重构供应链；四是开展法律援助，提供疫情不可抗力案例应用；五是从

“复工复产”向“复市场复消费”转变，盘活国内市场，为外向型产业转产搭桥铺路。

以产业规划带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本次疫情阻击战中，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神话般崛起，多座临时性方舱医院多点开花，彰显了我国应

急反应能力，但也说明地方应急性多用途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无法实现公共安全基础实施临时性

快速切换。试想一下，如果武汉建有多座多功能养老康复中心，当疫情来临时，可以进行快速疏散，将康

复中心切换成救治中心，将为挽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浙江作为东部发达省份，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应

围绕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需要，以相关产业发展为切入点，编制相关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带动谋划

多功能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项目储备力度，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做好未雨绸缪，在

全国率先打下样板。

抓住政策窗口期推动产业再优化

复工复产已从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政府推动”向“市场主动”转变，同时我国已从疫情受灾区逐

步转变为疫情安全区，相信在华供应链不仅不会轻易向外转移，反而会吸引更多域外供应链向我国聚拢。

浙江要充分利用原有产业优势和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抓住特殊的机遇期，精心谋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

构，做好产业补链强链，并在远程诊疗、远程办公、远程课堂、在线交易等领域再拓展，在智慧城市、智

慧医院、智慧养老、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住宅、智慧餐饮等领域再探索，在中医药、生物制药、健

身养生等方面再发力，善于化危为机，善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以对冲全球市场萎缩，未必不是一条新出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