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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随着春节来临，人口广泛流动，新冠

肺炎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全国普遍实施的办法就是

严格“隔离”，这也是我们取得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初步成效及最终胜利的关键举

措。但是，采取隔离和其他抗击疫情的一

些措施，以及疫情爆发所引起的我国发展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对我们的生产、

消费、市场流通、国际经贸和劳动就业等

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疫情蔓延造

成的损失已经在所难免，然而这种影响是

暂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劲，潜

在的增长能力也不会被削弱，疫情被基本

遏制或结束后，将迎来生产能力的恢复和

补偿性消费，市场复苏值得期待，结合疫

情的发生对我国的治理与发展模式进行分

析研判，必将进一步开启改革的新篇章，

制度红利有可能得以进一步释放，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们坚信

“严冬过后是阳春”。

疫情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春节假期期间居民消费的线下部

分受到严重抑制。防控疫情需要大家深居

简出，直接抑制了本该火爆的春节假期传

统消费市场，其中，旅游服务、餐饮服

务、交通运输、线下零售、休闲娱乐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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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目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为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在社会大

众减少出行，众多企业延期复工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为此，需要我们

做好复工前的科学防疫标准研究，做好企业复工后的服务工作，以及做好各地区各行业的引

导工作，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为经济的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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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健身等服务业所受的影响最为直接。但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强劲的需

求基础已经形成惯性，会在疫情结束后出

现快速反弹。

二是节后的复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假期延长、复工审批、“退改停”订单、

现金流、原材料供应、物流效率、员工到

位情况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复工生产

上的障碍，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压力会在

短期内陡增。

三是就业可能受到冲击。春节时段经

常会成为企业大量招工的节点，但基于疫

情防控需要而导致的开工不足与到岗延期

问题会普遍存在，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市场

在数量上和区域上的供需对接失衡问题。

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有序复工，减轻经
济运行损失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力

防控是第一要务。在没有攻克特效药物与

疫苗难关的情况下，疫情防控与人员流动

存在矛盾，但疫情防控与稳定经济并不存

在绝对的矛盾，经济的稳定运行除了能为

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之外，还

能尽可能地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前

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如何平

衡好抗击疫情与稳定经济的关系，首要的

问题就是做好复工与防疫两平衡。具体来

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亟需做好复工前的科学防疫标准

研究。当前的复工需求旺盛，复工审批标

准不同，在防疫标准与防疫措施上也存在

很大的地方差异，这使得各地的防疫工作

在返程潮和复工潮中面临着一些风险。因

此，复工亟需科学的防疫标准作为指导，

具体执行要因地制宜，落实责任，强化监

督，精准施策，做到防疫工作常态化，以

保证复工后的防疫工作安全可控。

二是做好企业复工后的服务工作。受

疫情影响，企业在复工后会面临许多问

题。一般认为，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需

要应对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问

题。地方政府需要及时为辖区内企业的复

工复产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持。一方面，将

就业工作与保障企业用工相结合，因地制

宜的做好就业市场的引导与服务；另一方

面，还需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灵活制定帮

扶实施细则，将助力企业降成本、减损失

的工作落到实处。尽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要创新思路积极开展经营自救，但在非常

时期，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十分重要。中

小微企业生存与大企业的发展存在密切联

系，而中小微企业在抗冲击方面的基础薄

弱，亟需包括税费减免、利率优惠、用工

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工具箱”，更需要地

方政府的用心帮扶。

三是分行业、分地区做好引导工作。

一方面，各行业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要根

据具体行业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及企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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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与服务。关注农副产

品加工、仓储及物流的畅通情况，帮助制

造业企业解决用工、原材料供应与物流、

税费压力等方面的难题，协助受影响严重

的服务业企业尽可能的降低损失开展自

救。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地区间受疫

情影响的差异性，在科学的防疫标准与原

则下，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做好就业和复工

引导服务工作。对疫情严重的地区，工作重

心仍然是疫情防控，可强化区域间的配合

与联动来保证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

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如何“化危为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活动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存在危中之机，具

体来看，疫情催生和倒逼出来的发展机遇

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疫情促进了新技术、新模式的加

速应用。在人流物流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以新技术应用为支撑的线上活动得到广泛

推广，线上购物、线上办公、线上游戏、

直播娱乐、付费影视、线上咨询、远程医

疗、在线教育等数字经济消费在短期内受

到广泛关注。如果能将这种短期的线上应

用效应放大，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传统产

业的数字化改造进程，有助于提升中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有利于我国现代

产业体系的培养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

体来看，需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发展趋势，促进线上服务与线下实体的融

合，强化以新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新型服务

业态在长期层面的增长潜力，进而推进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研发设计服务、智能制造、柔性定制、共

享生产平台、智慧供应链管理、服务衍生

制造等领域都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可为经济社会进步带来强劲的创新活力。

二是通过疫情防控补齐公共卫生服务

领域的短板。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疫情拉

开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改革序幕，那

么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向新时代我国

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与方向。这次疫情的爆发，暴露出了我

国在防护产能弹性、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

的短板，面对疫情所带来的严重冲击，我

们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补

齐短板，寻找潜能。

三是加快政府政务现代化改革的进

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技术在

生产生活领域的普及和应用，必将催生政

府的治理方式与时俱进。此次抗击疫情，

互联网在搜集信息、发现问题、信息公

开、科学防范指导、舆情管理等方面的作

用凸显，将进一步加快我国政务现代化改

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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