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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也给经济带来了冲击和

影响。那么，这次疫情对企业生产、经

济运行有何影响？如何充分发挥中国

之治的优势、运用宏观政策支持防控

疫情、应对疫情影响？如何积极发挥

财政作用，凝聚战“疫”强大合力？

疫情对经济造成暂时性、断点式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于经

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不同领域、不

同行业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眼下疫情

最明显的影响，首先是在消费需求方

面，例如旅游、餐饮、酒店，以及类似

影院、KTV等需要聚集才能消费的行

业。对这些行业的影响是断崖式的，

即需求在突然之间消失。但是，这种

冲击并没有对它的生产能力、服务能

力等造成损害，影响的是流量，不是

经济存量。所以，这种影响短期内是

断点式的，不会在各类需求之间传递

产生连锁反应。等待疫情结束后，需

求一恢复，企业也能够逐渐恢复。但

一些企业在目前近乎“休眠”的状态

下，也要有资金维持，有许多固定的、

刚性的开支，如工资、房租等，这就需

要政策支持。

其次，是对供给方面的影响，尤其

是对制造业带来的连续性影响，即使

短期内也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这更多

表现在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资金

链脆弱，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一旦不能

及时全面复工复产，企业产能无法充

分发挥，营业收入就会大受影响。一方

面成本升高，另一方面营业收入减少，

此时资金链很容易断裂，这样可能会

造成企业大量亏损甚至倒闭，进而可

能引发失业等深层次社会问题。

与对需求的影响不同，疫情冲击

对供给的影响，或者说对生产的影响

是连续性的，且有滞后惯性，可能对

供给体系造成实质性损害。如一些企

业外移、一些企业倒闭，可能使原来

完整的产业链变得不再完整，使原有

供应链断裂而不得不重新搭建新的供

应链，等等。

总体来看，相信通过一系列相关

政策对冲，能够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降到最低，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

统筹施策应重视维持“三链”的稳定

针对疫情造成的影响，要高度

关注那些脆弱的产业链、供应链及其

薄弱环节，防止疫情冲击引发“多米

诺骨牌效应”。要及时修复因疫情冲

击而断裂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防止出

现永久性损伤。政府与市场要形成合

力，政府的作用是居高观测，科学指

导，通过政策去解决堵点、痛点和弱

点，而非派干部冲到一个个企业去搞

什么排忧解难。

具体来说，要维持“三链”——

资金链、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首

先，资金链影响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

况，而中小微企业涉及到大量的就业

岗位，维系资金链就是维系这些存量

就业岗位不因疫情出现而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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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保障供应链，通过维持物流的

畅通进而保障供应链的顺畅运转。资

金链、供应链得到维持后，产业上各

环节趋于稳定，产业链才能保持稳定。

这样，整个经济才能循环起来。经济

循环不畅通，是疫情冲击带来的最大

问题。

与供应链相关联的是物流问题。

在疫情冲击之下，一些道路被封、运

输人员减少等，导致物流不畅通，而

企业运转一刻都离不开物流。物流不

顺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产品积压，即

使复工复产也会造成存货滞销，原材

料运不进来等现象，进而整个供应链

形成阻滞，使企业效率降低、成本提

高，影响现金流和营业收入。因此，在

一个分工协作、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里，物流至关重要。

为企业解困，要从畅通循环入手，

统筹施策，形成“政策组合”，“点状政

策”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需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围绕经济循环来

制定和实施，要尽力避免陷入“政策

无效而又难以退出”的困境。

出台精准的财税政策有利于稳定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财政部

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

求，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工作。

在财政政策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

策取向不变，同时采取更有力措施应

对疫情冲击。

目前密集出台的多项政策在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经济运行提

供良好支撑。从财政补贴来看，疫情

发生以来，财政部门根据疫情态势和

防控需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截至2

月24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

金1008.7亿元。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

工作补助、基层防疫经费、中央医药

物资储备经费，都有着各级财政资金

的坚强保障。

从税费优惠政策来看，免征民航

企业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

游等行业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在现行

结转5年的基础上，再延长3年等等，

通过减轻企业、个人负担，促进疫情

防控、拉动经济增长。

同时，政府加强政策调控、保障

重点支出。各地各级财政部门也积极

行动，因地制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

为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支撑。应

当说，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也是战胜疫情的最可靠保证。这

一系列政策都彰显了财政应急兜底的

作用。

财税政策“组合拳”助力企业战“疫”

在疫情影响下，直接补贴、间接

补贴、防疫物资采购增加，可能会导致

地方财政缺口扩大。对此，需要形成

组合性政策加以应对。财政补贴政策

和税费减免政策组合操作。当前需要

的是救助式政策或生存性政策，采取

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的方式给企业减

负，把保障企业生存、减少倒闭作为

首要任务。我们看到，疫情发生以来，

财政部门根据疫情态势和防控需要，

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在疫情条件下，

实施所谓的需求刺激政策是无效的。

首先，要保企业资金链。针对企

业融资，财政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

可提供贷款贴息。同时通过政策性融

资有针对性地去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

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帮助企业融资，

降低融资成本。对融资担保也可提供

一定的担保费补贴，从而降低企业的

融资成本。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出

台措施，对当地企业，可分类分层，

采取清单式管理，直接给予适当补贴，

维持企业运转。

其次，应尽快疏通物流，并借机

理顺物流行业发展的体制问题，解决

物流区域格局不合理、地方割据等问

题。各地应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有条

件、有步骤地缓解物流不畅通、物流

效率低的问题。

第三，释放正确的宏观信号，把

稳就业放在首位考虑。大量中小微企

业是主要的就业渠道，一方面，保中

小微企业的资金链，就是保就业岗位，

减少疫情对就业存量的冲击，避免由

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

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为

招工提供帮助。特别是针对一些贫困

地区从事种植、养殖的农民，要给予

适当的帮扶，克服疫情影响。同时，助

力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就业，防止返

贫。防范失业风险，稳就业也能实现

稳增长。

第四，要鼓励PPP和政府购买服

务，推出一些市场化改革举措，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财政资金不是无限

的，需要引导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

量。政府与市场可以形成合力，政府

还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要有宏

观视野，从整体上来考虑把财政资源

与市场、社会资源协同起来发挥作用，

改变财政资源单打一的惯性思维和政

策思路，以共治共建、合作创新的方

式来满足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当前的环境中，我们看到政府、

市场、社会正通过协调配合形成一种

合力，恰恰体现了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走群众路线办大

事的显著优势。相信只要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

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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