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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疫情对服务业冲击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副院长  夏杰长 

 

    此次疫情与 2003年非典对经济影响差异很大 

    此次疫情与 2003 年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将影响最终估计结果。具体来看体现在如下

方面。 

    在时间上，2003年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外需的急剧扩大使得人口红利能够充分发挥，

经济发展处于上升趋势。而 2020 年虽然我国经济规模总量更大，但人口红利消失使潜在增长率

放缓，外需不足使实际增长率有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风险。 

    在疫情出现的时间点上，2003年非典疫情出现在春节之后，人员流动相对较小。在“在岗”

的条件下实施防范措施，对生产的影响相对更小。而此次疫情出现在春节之前，人口流动规模大

且人员返乡使得防范措施更加严格，工人“不在岗”的条件下的防范措施势必对一些企业行为产

生影响。例如，工厂老板会考虑复工带来的潜在风险，甚至考虑到经营环境恶化，使一些仅能勉

强维持生存的企业被迫关门倒闭。 

    在政策措施上，与 2003 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防范疫情政策更为严格。湖北省处于封闭状

态，其他省份也有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果仅仅是发生在春节假期，将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然而，

这种休假模式从 2月 1日延长到 2月 9日，此后有省份又不同程度地延长复工时间到 2月 17日。

即便 2月 17日复工，也有许多限制条件。 

    在金融风险上，我国近年来银行杠杆率增加，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的储蓄率都大大低于 2003

年。如果疫情导致部分企业倒闭，短时间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出现周期性失业问题，银行

金融风险加大和经济进一步下行等严峻问题。而 2003年，中国正在分享加入WTO的红利，经济

上升势头很明显。 

    疫情对重点服务业领域经济影响评估 

    由于服务业有人口聚集性特点，与防止疫情扩散所采取的隔离措施之间冲突最大，疫情持续

发展无疑对服务业的经济和就业造成重创。笔者分别对娱乐业、餐饮业、旅游业的经济损失做出

估计。 

    第一，疫情对娱乐业影响。2020年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仅有 181万元，去年则是 14.58亿

元票房收入，票房收入仅为去年的 0.124%。这一比例十分具有参考性。根据工信部《2019 中国

泛娱乐产业白皮书》，2019年我国泛娱乐核心产业产值约 4155亿元。如果疫情 4月得到控制，持

续影响按照 3个月计算，那么该产业损失至少达到 910亿元。根据《中欧商业评论》发布的调查

结果，34%的企业现金只能维持 1 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 2 个月，17.91%的企业现金可以

维持 3个月。假设疫情 4月之前得到控制，几乎 67%的企业将会面临倒闭风险。即使假设只有 30%

的企业存在倒闭风险，最终对全年经济的影响将达到 831亿元。因此，关停和后续由此带来的倒

闭，使得全年娱乐业经济损失可能达到 1741亿元人民币。 

    第二，疫情对旅游业影响。除娱乐业外，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也很大。旅游业收入包括两类，

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受疫情影响，很多国家已经停飞国内航班，并宣布了旅游警告，

国际旅游收入将锐减。2018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271.03亿美元，按照疫情持续影响 3个月来计

算，今年国际旅游收入将至少减少 318亿美元，约合 2224亿元人民币。此外，2018年全年国内

旅游总花费是 51278.3亿元人民币，按照疫情影响时间 3个月计算，国内旅游全年收入减少 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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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因此，疫情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可能达到 1.5 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损失还没有包括

小旅行社倒闭可能带来的损失。 

    第三，疫情对餐饮服务业影响。部分餐饮行业在疫情期间可以通过送餐服务减少部分损失，

因此与旅游和娱乐业不同，损失会相对少一些。2019年 12月全国餐饮收入 4824.6亿元人民币。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餐饮业收入增长最快的时候，然而受疫情影响，全国各省份无论是连锁餐饮企

业还是小餐馆都普遍停业。即使未来疫情缓解，在短期内人们去外面就餐的可能性也会很小。餐

饮业的整体影响可能要等到疫情全面消减时才会完全恢复。即使按照 50%的损失计算，在疫情影

响下，餐饮业 3个月的损失大约为 7237亿元人民币。如果考虑到 3个月的资金压力和企业倒闭，

全年餐饮服务业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1.88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三个重点服务业是很难在疫情结束后实现补偿增长。然而，商品零售业虽然也会受到疫

情影响，但是却有明显的补偿消费特点，疫情结束后会增加消费，全年的整体影响不大。从简单

推算来看，三个服务业重点领域在疫情期间和此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至少为 3.55 万亿元人民

币。因此，在疫情影响下，后续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我国 2020 年经济增长将从第二季度开

始逐步反弹。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仍然较高，在“十四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

能够达到平均 5.5%。 

    缓解疫情对服务业冲击的对策建议 

    疫情对传统线下服务业企业的影响更大，服务业的复工时间却受不可抗力的因素制约，政府

需要出台更多可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减轻服务业资金压力，保障重点服务业能够度过 3个

月生存期，尽量避免疫情冲击从服务业向其他行业乃至金融领域蔓延。 

    （一）减轻重点服务业企业的运营成本 

    第一，政府应尽量避免用行政命令方式对服务业企业工资进行约束。工资是供求关系的结果，

在疫情期间服务业关停且生存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对员工的工资进行保护，实际上最终将伤

害员工利益。如果服务业企业不能支付停业状态下的工资成本，行政命令强行要求这些企业必须

发放全额工资，那么将加速企业选择破产倒闭，而不是尽力维持现状渡过难关。服务业企业和员

工之间可以根据停工时间协商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保障员工基本的生活开支的同时减轻服务业企

业用工成本。 

    第二，允许服务业企业根据疫情发展延长缴纳五险一金的时间。服务业企业由于受到不可抗

力因素影响，店面和营业场所关停。除工资成本外，服务业企业的用工成本中，五险一金也占了

很大的比例。这部分成本也成为影响服务业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允许

线下服务业企业延缓缴纳五险一金的时间，将有助于这些企业减轻资金压力。等到疫情缓解后，

这些企业能够重新开工盈利，到时可以再补交五险一金。缓交时间可以定为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至

一年内。 

    第三，减免租金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减轻服务业企业的租金成本。服务业企业的租金成本将

直接影响其生存。解决这一难题可以通过减免租金和政府补贴两个方式。受疫情影响必须停止营

业的服务业企业，如果其承租国有企业房产，可以根据疫情结束时间减免征收房租，减免政策可

以持续到政策允许此类企业复工时为止。其他业主和中小型服务业企业与租户之间可以采取协商

的方式，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房租。如协商后不能获得减免的服务业企业，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

贴的方式帮助这类企业渡过难关。财政补贴的金额可以根据租房合同和银行房租支付流水作为依

据，政府全额补贴。 

    第四，降低疫情期间服务业企业的贷款利率，减轻资金压力。服务业企业在疫情期间无法营

业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应在疫情期间给予此类企业原有的银行贷款利率适当优惠，对此类企业在

疫情期间的利率水平进行定向降息。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应视疫情结束时间，政策允许开业时为

止。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服务业企业减轻成本压力。 

    （二）转换运营模式，解决线下服务业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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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服务项目冲击相对较小，甚至还有爆发式增长的趋势。例如，网络游戏、在线娱乐平台

等。然而这些线上服务业毕竟发展空间有限，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多。线下服务业企业创造就业

机会最多，如何在疫情期间改变线下服务业运营模式是关键。 

    第一，线下服务业企业可以采取预售方式减轻资金压力。保险公司和线下服务业企业之间可

以推出合作项目，采用“打折预售+担保”的方式让消费者提前预约未来的线下服务业消费。这

样可以缓解线下服务业企业在短期内资金压力，同时扩展未来复工后的客户群。例如，预约旅游

项目、预约 KTV和餐饮消费服务等。 

    第二，酒店、企业和政府之间在疫情期间的合作项目。制造业复工后员工感染的潜在风险是

制约企业复工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也同样对复工后人员流动造成的疫情扩散有所顾忌。建议政

府、企业和当地酒店行业开展合作，采用政府对酒店补贴和员工统一居住的方式，可以获得多项

收益。首先，员工统一住在单位附近的酒店，减少交通和居家感染的风险。其次，政府对酒店进

行基本补贴，可以使酒店减少疫情期间的部分损失。 

    第三，政府应该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地区逐步放开服务业管制。服务业虽然具有聚集性特点，

服务业延期开工是防范疫情扩散的最佳选择。然而，全国不同省份的疫情扩散风险不同，有些省

份新增病例持续减少甚至零增长，对这些地区可以适当放宽限制政策，在做好省级人员流动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可以将省内服务业复工有序放开，避免“一刀切”式的行政命令对疫情较轻的地

区服务业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