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克奥博：疫情之下，保
住制造业就保住了经济的
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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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佛爷说：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与企业经营将发生哪些变化？面对这

些变化，企业应采取怎样行动应对危机，谋求增长？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

商业时代，危机环伺，企业应如何培育恢复的韧性，打造能够应对危机的

组织形态？面对突发的商业挑战，《哈佛商业评论》邀请业界各方分享应对

“战疫”经验与方法论，以探索应对危机的有效路径。 

 

2020 年伊始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很多人

都觉得消费相关的第三产业受影响最严重。比如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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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400 多家门店的西贝餐饮，其董事长贾国龙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疫

情导致西贝 2 万多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 3 个月。 

实际上，那些没有发声、离普通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对较远的制造业面

临的困难同样严峻。疫情过后，消费领域受到的影响可以很快恢复，甚至

可能有“报复性”反弹；因此，疫情之下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投资和生产领

域，尤其占固定资产投资三分之一比重的制造业所面临的困难。 

中国经济过去长期的快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是一个制

造大国，具有很强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从而可以在不断地生产学习过程中

实现产业升级。举例来说，我们的无人机产业现在世界领先，而深圳能够

成长出来大疆这样的企业，离不开此前深圳周边有着大量从事生产钓鱼竿

的外贸企业，他们无意中推动了碳纤维这一无人机的材料的发展。 

从钓鱼竿到无人机，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东西背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

重要特点——超长的制造业产业链。由于过去互联网和物流的快速发展，

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十分紧密，很多企业的运行效率非常高，库存显著降低。

因此，当疫情冲击到产业链上任何一个小的环节，都可能造成整个链条的

停摆。尤其是，中国经济当下已经牢牢嵌入国际分工合作，如果一个供应

商出现问题，导致国际产业链的断裂，那影响将十分巨大，甚至可能削弱

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以当下的汽车行业为例，如果中国经济的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半月之内无法复工，那么绝大多数的世界汽车公司在全球

的工厂都可能受此影响而消减产能甚至部分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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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救助制造业 

现在很多人开始讨论，救助企业是否需要考虑把这个作为一次产业优

胜劣汰的机会，我不认为这是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当下企业的遭

遇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决策失误和竞争力不足导致，而是遭遇了不可抗力带

来的系统性风险。这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先让企业活下去。 

如果把这些遭遇冲击的企业比作正在失血的病人，那么紧急救治就是

止血和输血。止血就是尽量减小企业支出，不论是税收社保，还是水电气

房租的相关费用。输血就是放松信贷，补息贴息，为企业提供用于纾困的

流动性。很多人质疑这时候即使放松货币信贷资金也流不进中小企业，事

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不论货币松紧，国企和大型企业总体来

说不缺资金，而一旦货币环境宽松，感受最深的还是民营和中小企业。仅

仅是上游企业的账期缩短，对于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改善都是十分显著的。 

急救之后，我们就应当考虑怎么恢复。在恢复期，不能单纯的依赖财

政和货币的刺激政策，必须尽快实现安全的全面复工。这次和非典时期最

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处在不同的经济运行阶段，2003 年经济处于上升期和全

球化的红利期，现在是经济下行趋稳期和中美经贸摩擦期。同时新冠病毒

的特点也表现出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的特点。因此，经济活动一旦趋于停

滞，不仅防控持久战的能力，也会带来债务、就业等很多经济后遗症。 

复工就要避免疫情反弹，这就需要制定好防疫的生产生活规范。对于

制造业来说，这是有操作性的。对于制造业，政府应该把当前的社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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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2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