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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會議部署一攬子穩經濟政策，密集出台經濟托底政策，實施更大

規模退稅，給小微企業水電氣、房租、延期還款等支持，以及穩產業鏈供

應鏈、優化復工達產政策，暢通國際航線、保能源安全等，製造業企業直

接受益。不過多位受訪專家直言，已有政策仍不足以支撐企業應對疫情衝

擊及經營困境，有序恢復物流暢通、推動生產和生活秩序恢復正常為當前

穩定經濟第一要務，建議後續政策側重穩市場主體、保職工，如為小微企

和小商販發放一定補貼、對受疫情影響而收入減少的群體發放抗疫補助

等。

��	�&�&���

◆記者海巖、王莉 北京、杭州報道

製造業篇

穩外資 保產業鏈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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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長
劉曉春：

只有企業在、人才在，城市運行的毛細血管才能迅速復活，復工復產才有基礎。要採取
切實有效的辦法迅速增加市場主體數量，營造市場氛圍。要穩住外資並進一步吸引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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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經濟

「最近我們剛剛從銀行拿到了貸款支
持，不僅資金周轉寬鬆了很多，還新引
進了一套設備，準備上新產品。」寧波
惠士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沈錦煥
說，去年以來，受疫情及原材料價格上
漲等因素影響，企業融資需求非常迫
切，「這筆錢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及時
雨。」
「我們有很多產品都用於消殺滅菌，

疫情之後市場需求量其實一直很大，訂
單也是不斷增長。原以為可以逆勢增
長，可料想不到不銹鋼、銅、塑料這些
原材料價的價格一天比一天高，還都需
要款到發貨，生產成本、資金成本都上
去了。今年以來又因為疫情陸陸續續有
停產，再加上貨運物流不暢通，發不了
貨貨款就沒法回籠，所以曾一度出現了
資金流緊張。」就在沈錦煥一籌莫展的
時候，當地銀行在了解了企業情況後，
主動為其提供增量貸款支持，有效緩解
企業資金周轉壓力。
他坦言：「目前對於很多企業來說，

有後續資金支持就意味企業能正常轉
起來，能夠活下去，這是第一位的。企
業活，員工才能有收入，財政才能有
稅收，我們做企業的也才能更有信
心。」

5月25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穩住經濟
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釋放出的信號，也為
不少浙商增強了信心。「我非常關注這場
會議。因為進入4月份後，疊加去年原材
料價格高漲、流動性偏緊、市場需求下降
等不利因素，很多企業經營面臨前所未有
的困難。在此背景下，政府釋放出信號是
非常及時的。」今飛控股集團董事長葛炳
灶表示，「我們期望國家能穩定房地產和
汽車工業這兩大支柱產業，以拉動內需。
我們企業要努力增加就業，讓員工增加收
入和購買力。只要國家和企業兩者結合，
我認為這一波困難完全可以克服，下半年
經濟就能恢復正常。」

個體商戶盼精準幫扶政策
「說實話，我覺得現在很多紓困政策

對我們個體商戶來說比較難享受到。」
杭州一家咖啡廳老闆葉子說，「比如店
面是個人房東，租金減免的可能性不
大；員工就2個人，社保之類的費用緩
交對店裏來說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辦
理貸款難度也非常大，除了個人信用貸
款，其他也沒有什麼途徑。所以建議是
否能夠針對我們這樣的小商戶，或者說
是不同經營內容的小商戶專門出台一些
幫扶政策。」

企業企業：：
有資金支持才能活下去

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一項調研指出，生
產資料短缺、倉儲運輸受阻、疫情缺

少員工及防疫政策限制開工，是當前企業經
營困難的核心問題。
「疫情之下，企業無營收基礎、居民收入

受損，減稅退稅可能無法發揮支持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
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徐奇淵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分析指，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增值稅留抵退稅，以及針對中小企業
的1萬億元減稅，在當前疫情中大量企業缺
少訂單、開工受阻、營收受損、盈利困難的
前提下，退減稅發揮作用的基礎被大大弱
化，難有增量效果。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長劉曉春
則強調，疫情反覆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復工
復產和投資的積極性造成影響。「2020年
初新冠疫情爆發，不少企業認為疫情過去
後一切就會恢復如常，所以對於復工復產
的預期非常確定，甚至在封閉中，一些企
業已經在尋找新的投資機會。但現在，許
多企業意識到疫情發展仍有不確定性，對
復工復產表現出了猶豫，對未來新的投資
也缺少積極性。」

借鑒引外資經驗促投資
「當前政策支持的關鍵是要留住人、留住

企業，避免出現階段性的人員、人才流失
潮。只有企業在、人才在，城市運行的毛細
血管才能迅速復活，消費才有量，復工復產
才有基礎。」劉曉春建議，後續增量政策，
首先應細化政策落地擴大覆蓋面，對小微企
業，尤其是小商販，再給予一定方式的補

貼。比如，已經出台的政策是租用國有企業
物業的小微企業，可以免除物業租金，但租
用私營物業的小微企業享受不到這樣的優
惠。可以考慮，一定規模以下的小微企業或
小型商貿服務商（包括理髮店、健身房
等），租用私營物業的，可以憑支付租金的
憑證給予一定比例補貼。
對於提振企業經營信心，劉曉春說，「一

些地方可以考慮採取過去引進外資等招商引
資的措施，比如，凡是在2022年註冊的企
業，一律提供『一免兩減半』等優惠，以迅
速形成投資高潮。存量企業，特別是中小企
業也可享受相應待遇。總之，要採取切實有
效的辦法，迅速增加市場主體數量，營造市
場氛圍。」
此外，中央以及上海等地方應當疫後主動

出擊，眼現在、未來的產業鏈供應鏈，在
國家和地區層面出台一些實質性政策，組織
各產業鏈主要企業與長三角等地區政府、交
通等部門、企業對接，幫助他們迅速恢復產
業鏈、供應鏈。

紓困政策應側重保民生
徐奇淵則強調，有序恢復物流暢通、推動

生產和生活秩序恢復正常，仍是當前穩定經
濟的第一要務。但他認為本輪疫情衝擊與此
前有較大不同，停工停產的地域、行業範圍
都很廣，時間較長，部分居民停工期間基本
失去收入，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復工復產
的進度沒有2020年初快，居民就業、收入
恢復難度較2020年初明顯上升。因此，增
量的紓困政策應側重於保職工，對因停工而
收入減少的群體等發放抗疫補助。

今年，人民幣匯率向下，而大宗商品、
原材料漲價以及海運等成本上升，令企業
兩頭受敵。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
院長劉曉春分析指，2020年第一輪疫情時
上游弱於下游，下游面臨的壓力只有需求
端，沒有成本端，隨需求修復，中下游
率先回暖，從而拉動上游；而本輪疫情反
覆後，企業面臨上游成本擠壓下游利潤的
局面，高成本壓力下，需求修復的難度上
升，也要求對相關企業支持力度增大。
另外，2020年中國復工復產時，海外正
處於疫情大流行階段，產業鏈供應鏈停頓，
凸顯了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優勢。但今
年情勢有所不同，國外已是經濟恢復階段，
國內企業尤其中小企業則面臨復工緩慢、成
本上升、供應鏈中斷等難題，同時從各國商
會的調研情況看，一些外資企業或將準備對
在華產業鏈供應鏈進行調整，有的企業已經
啟用東南亞的備用節點維持產業鏈供應鏈的

運轉。
劉曉春認為，控制生產成本始終是市場主

體自己的事情，對於政府來說，當務之急是
要努力穩定企業生產經營，確保物流暢通，
全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這就要求真
正做到科學、精準防控，實現政府提出的
「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
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的目
標。

吸引外資消除國際市場疑慮
此外，中國還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度

融入國際市場，更緊密地參與全球經貿體
系，打消外資企業和國際市場的疑慮，穩定
其預期。加快或提前落實擬議中的各類對外
開放政策，根據疫情中反映出來的新情況出
台新開放政策，穩住外資並進一步吸引外
資。在引進投資、引進技術、引進人才的同
時，鞏固和發展產業鏈和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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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趁匯率好，趕緊把賬上
的貨款都做了結匯，大概算了一下，
按照現在的匯率，我們一季度的貨款
大概能多結近10萬元人民幣。」在浙
江經營塑料製品出口生意的老樓告訴
記者，雖然從眼前來看人民幣貶值讓
自己的收益多了，但長期來看更希望
匯率能保持相對穩定。「以我了解大
部分像我們這樣的中小出口企業做鎖
匯的並不多，即使有做也只會鎖很小
一部分。所以從去年到今年匯率忽上
忽下的，什麼時候結匯都跟押寶一
樣，前後相差一天可能就差幾千塊錢
了，對於我們這種一件東西利潤就幾
毛一塊錢的也挺心疼的。」他說。
與匯率損失相比，更讓老樓煩心的是

有客戶提出降價要求。「現在正是下半
年產品的定貨旺季，人民幣匯率向下，
客戶的採購慾望確實強了很多，最近幾
天通過電話、微信、郵件各個渠道來詢
價的人是多了很多，但有些客戶就覺得
現在人民幣貶值了，產品價格也可以相
應下調了。價格這東西降下去容易，再
漲回來就難了。現在降價，萬一接下去
匯率又上來了，一進一出，我們很可能
都得虧錢。可是你不降價吧他就去找別

人做了。」

運費高企抵銷匯率利潤
由於產品擁有創新專利，義烏玩具出

口商馮雪堅持不降價。「我們的體感智
能娃娃是完全由我們自己創新研發的，
一直在歐美市場非常暢銷，議價權也比
較大。最近也有客戶提出是否能便宜
點，我是一口拒絕的。雖然表面看起來
人民幣貶值我們的利潤高了，但實際上
進口原材料價格因為美元上漲也在漲。
還有國際運費，雖然今年有所回落，美
國航線降到了8,000美元左右，但由於上
海疫情影響，原本很多從上海港口出去
的貨物都走不了，全都擠到寧波港發貨
了，不光貨櫃緊張，價格也得漲。光這
兩項就抵充了匯率那點利潤了。」
「我們的竹製產品主要出口日本，原
本今年想藉RCEP的東風好好銷售一
波，但目前的情況是，日圓下跌比人民
幣更狠，日本客戶明顯有點猶豫了。」
浙江竹製家居出口企業負責人葉賢林告
訴記者，如果美元繼續上漲，外商可能
會將大量低端產品採購轉移至匯率跌幅
更大的生產國，「這樣他們拿到的採購
價會比中國更低。」

出口企：盼匯率穩定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
徐奇淵：
有序恢復物流暢通、推動生產和生活秩序恢復正常，仍是當前穩定經濟的第一要務。增

量的紓困政策應側重於保居民，對因停工而收入減少的群體等發放抗疫補助。

◆◆寧波舟山港貨運繁忙寧波舟山港貨運繁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