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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众生相： 

招商银行小微企业调研报告 
 

[Table_summary1] 
■ 为了解与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招商银行于 2020 年 2 月 12-

18 日在企业网银客户端和企业 APP 客户端对客户开展了线上调研，共收集有效反馈

问卷 20,753 份。受访企业规模上集中在小微企业（90.4%），行业上集中在服务业

（87.1%），区域上集中在北上广苏浙（超过 67.7%）。 

■ 从调研结果推测，2 月 24 日已复工的企业约占三成，对复工日期不确定的企业超

过一半。对疫情本身的担心超过了防疫政策的约束，成为企业推迟复工的最主要原

因。这表明新冠病毒长潜伏期、高传染性的特征极大地压制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意

愿。 

■ 疫情冲击下，受访企业普遍对上半年的营收增长悲观，超过六成的企业预计今年

上半年营收会同比减少 20%以上。预期营收损失超过 50%的企业集中在住宿和餐饮

业（4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5%）、教育行业（34%）。企业规模与预计营收损失

比例呈负相关关系，指向规模越小的企业抗击疫情风险的能力越弱。 

■  约两成企业受疫情的冲击相对较小，预期上半年营收与上年持平或保持正增长，

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占比 5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占比 33%），金

融业（占比 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比 21%）等。 

■  2/3 的受访企业表示现金流能支撑企业经营的时间在 3 个月以内，其中不超过 1

个月的占 16%，其中以住宿餐饮业的现金流最为紧张。疫情对企业现金流的冲击，

主要体现在企业营业收入减少导致流动资金紧张（占 75%）；其次为无法及时偿还债

务的压力（占 17%）。 

■  接近 1/4 的企业表示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经营已陷入困境（16.9%），甚至面临倒

闭风险（5.8%）。企业的经营压力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刚性支出，其中最为突出

的是员工工资（46%）、租金（38%）；二是外部流量（客流、物流、现金流），包括

订单或客流减少（43%）、物流运输受阻（36%）、下游客户回款变慢（3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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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以来，新冠病毒在我国迅速蔓延。今年 1 月 20 日之后，新冠病

毒防疫上升到国家层面，政策迅速响应，公共假期延长、企业生产停顿、居民

出行受限。这使得在经济下行期本就面临困境的中小企业的经营更加雪上加

霜，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为了解与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招商银行于 2020 年

2 月 12-18 日在企业网银客户端和企业 APP 客户端对客户开展了线上调研，共

收集有效反馈问卷 20,753 份。 

一、样本特征：经济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小微企业为主 

受访企业中，九成以上为小微企业，其中微小型企业占比 82.8%，小型企

业占比 7.6%（图 1）。这意味着此次调研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小微企业在新冠疫

情中的生存状况。根据受访企业提供的资料，95%的小微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在

2,600 万以下（微小企业 500 万），年销售额在 5,000 万以下（微小企业 1,500

万），雇佣人数在 500 人以下（微小企业亦然）。 

图 1：受访中小微企业占据九成以上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行业分布上看，受访企业涵盖了统计局定义的全部 21 个大类行业，在

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八成，特别是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图

2）。 

从地域分布上看，受访企业覆盖了中国大陆的全部 31 个省市自治区（图

3），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的受访企业占据样

本的三分之二（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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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超过八成的受访企业分布在第三产业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聚焦北上广地区，发现三地受访企业的样本特征与总体特征大致吻合：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相似；北京的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两地，但

批发零售业较少；广东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这指向此次调研样本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 

图 3：超过 2/3 的受访企业分布在北上广苏浙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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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影响：复工、营收、现金流及经营前景 

（一）复工：取决于疫情发展 

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最直接冲击便是导致企业无法如期现场开工复产，对

此，不同类型企业对复工时间的安排、最长忍受时限，以及无法如期复工复产

的原因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 

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现场复工期限未定，有 52.6%的企业选择现场复工时

间“不确定，还要看疫情发展”，选择在 3 月 1 日后现场复工的企业也占到了

10%（图 4）。考虑到问卷截止时间为 2 月 18 日，勾选“2 月 17-23 日”及日期

更早选项的企业大概率是已经复工的企业。从累计分布上看（图 4 中黑点），

2 月 24 日前已复工的企业约占三成（30.8%）。 

图 4：超过半数企业现场复工时间未定  图 5：湖北省复工时间不确定性显著高于全国水平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地域分布上看（图 5），受疫情影响，湖北省受访企业选择复工日期不

确定的比例（80.4%）远超全国中位数水平（54.9%）。天津、新疆、陕西、西

藏、重庆等地的复工不确定性亦高于全国中位数。福建、浙江、辽宁等省份的

预期复工情况整体好于其他地区。 

共有超过九成的企业能够承受的最大延期复工时限在 3 个月以内（图

6）。其中选择 1 个月内的企业占比超过 2/3（67.6%），选择“1-3 个月”的占

比为 24%。除少数特殊行业，各行业整体可承受复工时长大致一致，科学研究

及技术服务业、国际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选择

1 个月内的比例相对较高（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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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绝大部分企业无法承受延期复工超过 3 个月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7：最大延期复工时限在一个月内的企业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对疫情本身的担心超过了防疫政策的约束，成为企业推迟复工的最主要原

因（图 8）。从复工延期的原因来看（多选题），74%的企业选择“担心疫情扩

散”，有 58%的企业选择“地方政府要求”，有 39%的企业选择“员工无法按时返

岗”。这表明新冠病毒长潜伏期、高传染性的特征极大地压制了企业生产经营

的意愿。湖北地区因“交通管制”，“地方政府要求”，“员工无法按时返岗”等原

因导致无法复工的比例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 6 中深灰柱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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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对疫情的担心是导致延期复工的最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营收：上半年大幅下跌 

疫情冲击下，受访企业普遍对上半年的营收增长悲观，超过六成的企业预

计今年上半年营收会同比减少 20%以上（图 9）。调查结果总体呈正态分布，

“预计上半年营收同比减少 20-30%”为最高频选项；预计营收降幅超过 50%的企

业占到了 18%，为所有选项中第二高。其中下列行业中预期营收损失超过 50%

的企业占比显著高于样本平均：住宿和餐饮业（4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5%）、教育行业（34%）。 

企业规模与预计营收损失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图 10）：即企业规模越

小，预期营收损失的比例越大（图 10 的色块颜色越深）。这表明小企业在疫

情冲击下更为脆弱。 

图 9：超六成企业预计上半年营收同比减少超 20%  图 10：企业规模与预计营收损失负相关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约 22%的受访企业的预期营收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仍然与上年持平或保

持正增长（图 11）。这些对新冠肺炎相对“免疫”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占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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