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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

蔓延以来，涉及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8日，

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突破 700 万例。

当前美欧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疫情拐点

尚需时日，全球疫情蔓延造成需求严

重萎缩、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市

场剧烈动荡，对全球经济运行带来了

重大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带来

极大的不确定性。IMF年初预计的“高

度脆弱的复苏”可能无法实现。在全

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

和预估全球疫情蔓延对我国经济的冲

击影响，科学决策，积极应对。

对全球与中国经济的冲击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人类生命安

全及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也不例外，正在遭受改革开

放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根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数据，不

论是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

还是供给端的工业、服务业生产，均

呈大幅负增长态势，一季度GDP增

速同比下降 6.8%，为 45年以来最低。

疫情对全球消费需求都造成冲

击。全球疫情蔓延对各国餐旅、交运、

零售、娱乐等人群聚集性行业的需求

产生了直接冲击，从而造成失业率短

期内急剧上升、经济出现衰退。如旅

游业，受冲击最严重的除中国之外，

是韩国、日本、西欧和北美旅游市场。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估算，全球旅游

业的损失预计将达 220 亿美元；交通

运输业，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估算，

2020 年亚太地区航空公司或将损失

278亿美元。

疫情也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

全球疫情蔓延造成企业大面积生产暂

停、物流受阻，对产业链全球化的制

药、半导体、汽车制造等行业以及强

顺周期的能源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中

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作为

制造业和能源供应链的枢纽，疫情蔓

延势必打乱全球供应链。欧盟和美国

中间品进出口份额较大，在国际产业

链中的地位突出；美国是重要的资本

品流入和输出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

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欧盟和美国是

重要的消费品市场。当前疫情进一步

在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蔓延，已

从生产资料供应、资本供给和最终消

费市场三个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

极大的冲击，并通过全球供应链网络

层层放大，使得全球贸易萎缩、企业

订单和现金流压力上升。相比于对需

求的冲击，全球供应链中断对全球经

济则造成了更加负面的影响。此次疫

情凸显的产业链全球化风险可能带来

产业链长期逆全球化。

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冲

击。相比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仅影响需求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蔓延是从供需两端影响全球生产和

贸易活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面临着重构、收缩，甚至断裂的风险。

同时，当前除中国以外，全球各国应

对危机的手段和工具捉襟见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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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高债务、高杠杆和高赤字，政

策利率接近零或者为负，政策工具减

少、空间收窄。尤其是近年来，全球

燃起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

义甚至意识形态对抗愈演愈烈，此次

抗“疫”中一些国家以邻为壑、互相

指责，夹杂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

博弈。由此带来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冲

击，将不仅仅埋下金融危机、经济危

机的隐患，还有社会危机和全球治理

危机的隐患。

面对疫情，中国经济面临市场需

求放缓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今年一季度数据，一季度中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同比分

别下降8.4%、16.1% 和 19%。由于疫

情在全球的蔓延，许多出口型企业面

临海外需求端订单不断收缩或取消的

压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市场销售减

少的问题，原有订单纷纷延后或取消，

并且短期内无法获取到大量新订单。随

着复工复产的推进，生产问题虽得以

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市场销售问题会

更加突出。同时，疫情对人群聚集性

的旅游业、餐饮业等行业冲击影响最

为严重，造成服务业消费市场急剧萎

缩。例如，美团发布的餐饮业调研报

告显示，72.5%的餐饮连锁店表示损失

非常大，九成餐饮商户面临资金短缺。

中国经济还面临本土供应链中断

或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压力。供应链全

球化程度及细分度高的行业，如汽车

制造业、纺织业等，受供应链中断影

响较大。疫情造成企业面临上下游需

求不稳定、运营产能不确定、利润率

持续降低、运营资金困难进一步加剧

等，导致地区供应链面临严重的风险。

例如，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作为汽车

零部件生产和运输的重要中心，大量

产业链配套供应商在此形成了许多产

业集群，疫情期间的停工停产导致中

小企业歇业，相应带来长江上、中游

区域的供应链断裂，面临引发部分区

域供应链消失的风险。当前疫情在全

球蔓延，一些企业在其他国家的采购

活动已受到严重影响。

常态化防控与特殊应对

虽然目前中国已有效控制住了

疫情，但现在仍处于抗击疫情与恢复

经济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既面临新

旧动能转换、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重

构等结构性因素风险，还面临全球疫

情蔓延、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等周

期性因素风险。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

控背景下，应对政策措施在果断出台

组合重拳的同时还需做出一些适当

调整，体现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

应进一步强化对民营企业针对

性扶助政策的支持效果、政策组合

的协调性与执行力。通过此次疫情，

政府各部门应开始重视梳理分析应

对突发事件效果显著的有效政策，按

照短期、中长期等期限和财政、金融

等类型以及所属政府部门等进行分

类打包，建立救助帮扶民营企业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基础综合政策组合包

数据库。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扶助政策，其中

部分政策存在重复、交叉，部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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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企业应急的实际效用较低，跨

省的协作联动性不足，建议综合评估

政策目标及效果，加强中央政府各部

门、各省份政策间的协同性，提高政

策发布和应用的效率。而且，疫情期

间需要迅速为企业提供及时救助帮

扶，建议进一步增强金融、税收、复

工复产等政策的及时落地执行。

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金

融、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由于疫

情防控需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限，

短期运营面临风险。金融机构一方面

应加强信贷支持，对中小企业的信贷

支持采用政府担保、政策性银行扶持

为主、商业银行扶持为辅的形式；鼓

励民间借贷、普惠金融、网络银行等

多元化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及时的

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加大创新金融

工具，立足中长期考虑如何创新金融

工具，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元化的融

资渠道，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同时，鉴于财政方

面的减免政策对中小企业帮扶的及时

性、有效性更强，应进一步扩大减税

降费范围，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对直接受到全球疫情蔓延冲击

的行业在现有的救助政策基础上，再

加大力度定向扶持，同时积极培育扩

大疫情催生的新行业、新业态。对于

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住宿餐饮、电

影会展等短期内受疫情重创的行业

企业，尤其是对这些行业内的中小微

企业，在提供银行贷款、税费减免、

租金支持等全方位救助的基础上，建

议扩大减税降费范围，并加大财政补

贴力度。对于这些行业企业的失业

人员，建议加大失业保险救济力度，

为失业人员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兜底。

国家社保体系应及时足额发放失业

津贴，中央财政可以考虑对困难的省

份提供额外补贴，确保不因为失业问

题造成社会不稳定。积极培育扩大线

上教育、线上零售、远程办公等疫情

催生的新行业新业态，加快出台行业

规范管理措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加快出台鼓励实体和互联网企业的

合作相关政策，促进线下企业和线上

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保持生产端到

消费端之间的渠道畅通。

各方通力协作，加快企业从供应

端到需求端的经营思维转变。政府部门

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

作，推动建立全球范围的主要产业链

发展现状及受疫情影响数据库，为民

营企业推进产业链复原、降低产业链

风险提供参考基础。积极促进民营企

业加强与供应商协商频次，优化供应

链能力，择机转移供应链，降低疫情

对产品供应的影响。具体包括：加强

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间的沟通交

流，加深理解、互信和支持，共商解

决方案；通过国际组织、商协会、产

业联盟等载体，及时了解价值链上的

堵点，共同采取措施解决原材料供应、

物流运输等问题；共同探索供应链多

元化发展的最优路径，分散不可抗力

风险，同时尽可能平衡各方的期望和

诉求；打造一定区域内的完整供应链

内循环，提升抗风险能力，构建共生体、

多联体，抱团取暖，保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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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培育扩大疫情催生的新行业、新业态

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应对全球

产业链重构动向，积极应对全球疫情

蔓延对供应链的冲击影响。中国作为

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枢纽，拥有数量最

为庞大的全球供应链环节，美日等国

拟利用此次疫情对中国实施战略遏

制，欲意重构全球供应链版图，部分

国家已经开始寻求新的除中国以外

的供应商，全球供应链重构正在发

生。随着全球疫情加剧蔓延，海外需

求进一步减少，海外订单不断消失。

对此，应进一步加大中国对外开放力

度，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吸引更多

的外国资金和技术向相关产业聚集，

打造国际合作共赢的产业命运共同

体；加快中国制造业从东、南沿海地

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以低成本和人

才优势应对逆全球化动向，打造供应

链领先高地。对于作为供应链网络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其生存问题

直接关系是否导致地区供应链破裂

甚至消失，各地政府部门应积极协

调辖内各国有企业，加强对其上下游

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的扶持支持，保

障对国际产业链有重大影响的行业

企业复工复产，减少对国际产业链影

响，加强国际产业上下游信任。同时，

对于海外零部件依赖较强的国内产

业，必须加快推动国内相关企业转型

升级，加快国产替代产品的技术创新

和自主产业链配套，推动企业在供应

链技术、组织理念、流程、合作方式

等方面的应急应变能力。

总之，疫情仍在蔓延，防控仍需

努力。只有不失时机推动改革持续深化，

以改革战“疫”，才能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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