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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act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on Dongguan’s private companies, 
this paper researches 2293 companies within Dongguan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finds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ose companies faced, and puts forwards policy suggestion for govern-
ment to work out more exact countermeasure to help privat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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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东莞民营企业的经营产生的影响进行准确分析，文章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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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东莞范围内的2293家样本企业进行摸底调研，找出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政府部门出

台更科学精准的帮扶举措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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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中，社会各方面的生活生产

秩序正在陆续恢复。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和全球有名的加工基地，实体经济占比大，外向依赖度比较高，

中国以外的疫情有逐步扩大之势，在国际国内双重影响下，企业的复工复产面临哪些难题？政府应该如

何作为进行精准帮扶，助推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本文通过实际走访、问卷调研等形式，对

东莞的民营企业进行摸底调查，收集一手数据，以反映企业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有关对策建议供

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2. 文献综述 

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首次遇到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全球各国都将

主要精力放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更多的医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视角聚焦于疫情的疾病治疗方法上，

从社会科学角度对有关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分析还并不多见。付卫东等(2020) [1]分析了疫情发生对我国

在线教育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有关对策建议。蒋和平等(2020) [2]则重点考察了我国粮食种植、畜牧养

殖、种业、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蔬菜业、水果业、花卉业等细分农业领域受到疫情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崔凤军(2020) [3]分析了电影业、线上旅游、旅行社、演绎、

邮轮旅游和旅游交通等文旅产业受到的有关冲击和影响。沈国兵(2020) [4]分析了我国外贸行业如何从当

前疫情中进行突围。金启轩(2020) [5]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疫情在我国 30 个省区市的发展演化情况进行

预测与定量分析。胡越秋等(2020) [6]借助三参照点理论、决策四力影响因素、前景理论和助推思想对疫

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金碚(2020) [7]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个体、社会及国家等不同

组织的行为范式。民生银行课题组(2020) [8]从宏观、产业、区域、金融等维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经济金融的影响和冲击，并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政策建议。 

3. 疫情对东莞民营企业的影响分析 

3.1. 基本情况 

为深入分析东莞民营企业受疫情的影响，课题组联合政府有关部门于 2020 年 2 月展开联合调研，通

过问卷系统向辖区内民营企业投放问卷，共发放 2293 份问卷，收集 2293 份，收回率 100%。问卷一共设

置四大类 10 方面的问题，涉及企业营业收入、租金税费及运营成本、订单预期和员工返岗复工等问题。

问卷所设置的问题一般采用五分法进行赋值。如对营业收入增长情况的估计，选项分为“降幅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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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 10%以内”、“基本持平”、“增长 10%以内”、“增长 10%以上”，分别赋值为−5、−3、0、3
和 5 分。以此为基础计算算术平均值。 

从总的情况来看，东莞市广大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营业收入减少(74.78%)、租金税费压力增加(61.00%)、
企业运营成本高企(55.50%)、订单预期减少(52.70%)、员工复工率低(41.70%)等生产经营困难(图 1)。企业

预计 2020 年用工将略微减少。 
 

 
Figure 1. The main difficulties recently faced by the companies in production and business-running (Source: Research group) 
图 1. 近期企业生产经营主要困难(数据来源：课题组整理) 

3.2. 行业和区域分析 

从不同的镇街情况来看，企业营收减少将影响各镇街的经济增长。2293 的样本量比较充足，从微观

的角度评估疫情对各镇街的经济增长的冲击 1 (见表 1)，可见松山湖、南城受影响最大，东坑和石龙受影

响相对较小。 
 
Table 1. Assessment of the Short-term Impact of coronavirus on economic growth for different towns in Dongguan 
表 1. 疫情短期对各镇街的经济增长的冲击 2评估 

序号 镇街 平均值 序号 镇街 平均值 

1 松山湖 −4.21 18 大岭山 −3.67 

2 南城 −4.19 19 凤岗 −3.63 

3 长安 −4.10 20 清溪 −3.53 

4 东城 −4.05 21 莞城 −3.52 

5 寮步 −4.00 22 横沥 −3.52 

6 虎门 −3.97 23 石碣 −3.51 

7 万江 −3.96 24 桥头 −3.48 

8 谢岗 −3.85 25 沙田 −3.41 

9 大朗 −3.85 26 望牛墩 −3.39 

10 塘厦 −3.83 27 洪梅 −3.38 

11 道滘 −3.81 28 茶山 −3.32 

 

 

 

1 对“预计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情况?”选项“降幅 10%以上”赋值−5，“降幅 10%以内”赋值为−3，“基本持平”为 0，“增长

10%以内为”赋值为 3，“增长 10%以上”赋值为 5。 
2 平均值越高，受到的冲击越大，反之，冲击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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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江 −3.79 29 石排 −3.24 

13 厚街 −3.79 30 高埗 −3.23 

14 常平 −3.76 31 中堂 −3.17 

15 企石 −3.72 32 石龙 −3.11 

16 麻涌 −3.72 33 东坑 −3.00 

17 樟木头 -3.70 平均 -3.63 

(数据来源：课题组整理)。 
 

从不同的行业来看，进一步评估疫情对东莞五大支柱四大特色产业和服务业的冲击(表 2)。可见服务

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旅游业，金融业受影响相对较小；五大支柱产业中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受影响最大，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受影响相对较小；四大特色产业中，化工制造业受影响最大，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

业受影响相对较小。 
 
Table 2. Assessment of short-term impact on main business revenue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表 2. 疫情短期对各行营收的冲击评估 

服务

业细

分行

业 

细分行业 平均值 

五大

支柱

产业 

细分行业 平均值 

四大

特色

产业 

细分行业 平均值 

旅游 −4.92 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 −3.83 化工制造业 −3.87 

住宿 −4.52 电子信息制造业 −3.80 包装印刷业 −3.85 

餐饮 −4.35 造纸及纸制品业 −3.80 家具制造业 −3.80 

交通运输 −4.08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3.57 玩具及文体用品

制造业 
−3.21 

零售批发 −3.89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3.14   

金融 −2.45     

(数据来源：课题组整理)。 
 

从用工情况来看，企业预期 2020 年用工将略少于去年(表 3)。金融、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电子

信息制造业、交通运输将适度增员，而受疫情影响严重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将适度减员。 
 
Table 3. Companies’ expectancy on worker employment for 2020 
表 3. 企业 2020 年用工预期 

行业 2020 年预计用工平均值 3 

金融 0.88 

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 0.82 

电子信息制造业 0.39 

交通运输 0.19 

化工制造业 −0.03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0.07 

 

 

 

3“对 2020 年的用工预期?”选项“大幅减员”赋值−5，“适度减员”赋值为−3，“保持不变”为 0，“适度增员”赋值为 3，“大

幅增员”赋值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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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21 

家具制造业 −0.3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46 

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 −0.55 

包装印刷业 −0.55 

零售批发 −0.65 

造纸及纸制品业 −0.67 

旅游 −1.12 

住宿 −1.31 

餐饮 −1.76 

全部企业平均值 −0.26 

(数据来源：课题组整理)。 

4. 企业存在主要困难和问题 

4.1. 生产和营业停摆导致订单合同违约 

复工时间推迟一周，企业正常的经营计划被打乱。生产和营业停摆，经营中断，员工复工率低，产

能不足等，都可能导致订单合同违约。与原定复工时间相比，86.7%的企业复工时间都因疫情推迟，企业

基本按照广东省通知精神将复工推延到 2 月 9 日以后。 
国内各地都普遍采取外出归来或新流入人员的隔离措施，许多企业开工受到较大影响，仅 32.17%的

企业在 2 月 10 日开工，59.16%的企业在 2 与 11 日~2 月 20 日开工，也有 3.39%的企业 3 月及以后开工。 
预计员工复工率与往年持平的企业仅占 36.81%，62.14%的企业预计员工复工率比往年低，仅 1.04%

的企业预计员工复工率高于往年。 

4.2. 营收减少和现金流中断 

由表 4 可知，66.4%的企业预计一季度营收降幅超过 10%，18%的企业预计一季度营收在降幅 10%以

内，不足 16%的企业预计一季度营收将增长；53.5%的企业预计上半年营收降幅超过 10%，22%的企业预

计上半年营收在降幅 10%以内，24.5%的企业一季度预计营收将增长。 
 
Table 4. Companies’ forecast for the business revenue growth in q1 and the first half year for 2020 
表 4. 企业关于一季度和 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增长的预测 

营收增长预测 
2020 年一季度 2020 年上半年 

企业数(家) 百分比(%) 企业数(家) 百分比(%) 

10%以内 62 2.7 96 4.2 

10%以上 69 3 136 5.9 

持平 226 9.9 330 14.4 

降幅 10%以内 412 18 504 22 

降幅超过 10% 1524 66.4 1227 53.5 

总计 2293 100 2293 100 

(数据来源：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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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所储备的现金流不超过 3 个月，如果疫情继续，现有订单流失，生产停摆，导致营收减少，

而房租、工资、利息等刚性费用需要支付，许多体量较小、抗风险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 

4.3. 订单减少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国属于主要疫区，来访客户都不敢住酒店等，将带来订单减少。目前来看，虽然国内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但国外疫情越趋严峻复杂，考虑到东莞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企业订单流失仍将比较严重。 

4.4. 企业复产防疫工作负担重 

东莞市2月5日出台《东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节后复工用工指引(试行)》。
企业虽然表示理解，但是防控设施设备的配备、员工健康监测和分类处理、保障员工延迟复工期间工资

报酬权益和保障员工隔离、治疗期间工资待遇权益等，将增加企业运营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不少中小企

业负责人坦言，当前是非常时期，也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但实际上企业也是疫情下的无辜群体，如

果依法保障员工在疫情期间的经济来源，谁又来保障小微企业在这次疫情中遭受的损失？企业要么裁员，

甚至因处理不当而“倒下”，终致员工失业。 

5. 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建议 

约有 59.16%的东莞民营企业将在 2 与 11 日~2 月 20 日复工。复工之后，假如疫情未迎来拐点，企业

复工将进退两难。在非常时期，帮助疫情中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就是稳定人心、稳定社会、

稳定大局。 

5.1. 加强防疫指引，落实复工条件 

加强防疫指引，对涉及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的民营企业，提供工作场所消毒、分餐措施、员工健康

台账等疫情防控指导，确保企业在已经防控达标的前提下复工生产。建议政府统筹抗疫防疫资源的供应，

帮助复工企业解决口罩、防护服、消毒用品、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的购置问题。 

5.2. 结构性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运营成本 

在 2 月 6 日下午广东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

进经济稳定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省二十条”)的 20 项政策措施基础上，结合实际出台我市

金融支持、稳定职工、减轻企业负担等相关扶持民营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措施。对因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行业企业以及受延迟复工影响的企业，适当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允许确有困难的企业延期交

税。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政府部门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在一定额度的年度利润总额内扣除；拨付部分财政资金，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复工，并为受疫

情影响未能返回东莞上岗的务工人员，对已进行就业登记且按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延

迟复工补助等。 

5.3. 加强金融纾困 

在“省二十条的基础上”，加强对因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以及受延迟复工影响企业的金融支

持。提高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合理确定政策有效期内银行的监管评级和绩效评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白名单”中小微企业续贷时，建议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上减点，确保 2020 年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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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同期融资成本；属于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建议展期期限不超过一年，财政给

予全额贴息。 

5.4. 加大对涉及疫情防控和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建议引导东莞市各金融机构针对疫情防控涉及的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及采购等企业提供专项信

贷服务，对涉及疫情防控的企业信贷申请“特事特办”，简化流程，尽快发放。向相关直接参与防控的

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运输和销售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鼓励各金融机构向疫情防

控一线的相关单位和工作者、接受治疗或隔离的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提供更优

惠的金融服务，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5.5. 企业员工要形成共识，共建“命运共同体” 

企业作为用工单位和员工共同经营的平台，是“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当前

疫情下，政府要减少线下事项办理环节，提高服务型政府服务意愿和水平，支持企业推行灵活用工政策。

企业要挑战极限地降低成本，内部挖潜增效，有条件的要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办公，减少感染机会，并跟

员工协商适当额度支付工资，保证员工就业和基本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要重视技术创新，能在网

上组织的生产和服务都在网上进行，提升企业竞争力。员工要积极做好自身防疫，积极理解支持企业，

尽可能在家工作，保证企业有序运营，并按折扣领取工资，避免企业经营困境或破产，与企业共渡难关。 

6.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东莞民营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利用描述统计数据，从区域、行

业、用工、预期利润、订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政府部门进行复工复产决策提供若干参考建议。

不足之处在于，论文没有将数据进行深入数量分析，缺乏新冠肺炎与 SARS 对当地经济影响的对比分析，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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