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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中国企业发展环境调研报告（上）
《中国企业报》集团课题组

编者按：
刚刚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不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蔓延，导致世界经

济陷入衰退，疫情之下，中国企业的发展环境备受关注。为此《中国企业报》集团成

立专门团队，联合专家设计了调查问卷，邀请了大量企业参与调研。经过数月努力，

由中国企联原执行副会长、《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冯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

党委书记王其文教授以及营商环境研究专家张文双等牵头，《中国企业报》集团独家

发布《疫情之下中国企业发展环境调研报告》。

报告通过广泛资料分析与问卷调查，揭示了众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疫

情冲击下面临的困难。报告显示，企业总体受疫情冲击面为 36.4%，中小民营企

业受冲击面达到 40.7%。报告指出，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与金融环境，被企业认为

是实现发展目标最为重要的三项营商环境，但却是企业满意度评分较低的三

项。为此，报告发出强烈倡议：全国各地各项抗疫惠企的政策措施，做到“不刹

车”“不急转弯”！

从本期开始，本报分三期发布报告，敬请关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
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给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诸多
难题和挑战。为及时、全面地了解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情况，《疫情之下中国企
业发展环境调研报告》通过广泛资料分析与问卷
调查，揭示了众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疫情冲
击下面临的困难，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研究了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的企业发展环境，并对疫
情期间企业的政策需求与实际享受到优惠政策进
行了对比分析，以明确当前政策缺口，为相关部门
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由云图元睿科
技有限公司平台提供技术支持。本报告的研究内
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问卷调查，本报告分析了疫情期间各
类型企业受到影响的程度，并且对比分析了各类
型企业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各类影响因素，揭示了
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发展的现实困难。

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OECD、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Institute for Shipping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等多
个管理、统计与研究机构广泛收集宏观经济资料，
本报告从全球经济环境、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社会
环境与技术环境对疫情期间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
进行深入研究。

三、通过问卷调查受访企业对疫情期间营商
环境的满意度，本报告从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金
融环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要素环
境、开放环境、供应链环境等维度对疫情期间企业
的营商环境进行分析。

四、通过问卷调查，本报告分析了疫情期间各
类型企业对于各类优惠政策的需求，并与企业实
际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普及程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切实把握各类型企业面临的政策缺口。

本调查自2020年11月 23日开始，至2021年1
月 11日结束，历时一个半月。共回收有效问卷
22800 份，覆盖央企（占 12.7%）、地方国企（占
7.9%）、大型民营企业（占 19.7%）、中小民营企业
（51.8%）、外商投资企业（占 2.6%）及其他类型企业
（占 5.3%）。调研聚焦疫情期间企业营商环境及政
策支持，对来自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各行
业企业开展线上问卷调查，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通过研究发现，1）企业总体的受疫情冲击面
为36.4%，中小民营企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为广泛的
市场主体，受冲击面达到40.7%；2）中小民营企业
因其规模与实力的限制，影响其日常经营发展的
因素广泛地分布在多个方面，其中生产要素价格
上涨、市场需求下降、资金链紧张与租金成本压力
加大是最为主要的因素；3）“政策环境”、“市场环
境”与“金融环境”被认为是实现企业发展目标最
为重要的三项营商环境，但却是企业满意度评分
较低的三项营商环境；4）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
资企业对所有营商环境的满意度评分普遍低于所
有企业的平均水平，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出台
及实施相关措施时予以重视；5）有待改善的金融
环境与亟待优化的政策实施是推动企业（特别是
中小民营企业）恢复经营的短板。

基于所获得的调研资料，本分析报告亦对企
业和政府决策部门分别提出相关具体的工作建
议，着重强调了政策制定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持
续性，以及政策工具的精准性。

【前 言】 【研究分析】

表1 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类型企业经营的影响（%）

一、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一）各类企业均受到影响，大型民营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
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表1展示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类型企业经营的影响。
整体而言，6.1%的企业表示“疫情影响极大，使企业面临倒闭危
险”；7.9%的企业表示“影响非常大，可能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
继”；22.4%的企业表示“影响比较大，会造成企业经营困难”。
以上三种情况可以聚类为“受到冲击”，则有36.4%的企业总体
而言受到冲击。另有38.2%的企业表示“有些影响，但企业还能
应对”；20.2%的企业表示“影响不大，企业经营可以正常进行”；
还有5.3%的企业表示“有正面影响，给企业的经营带来新机
遇”。具体而言，中小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7.6%的企业认
为“影响极大”，12.7%的中小民营企业表示“影响非常大”；外商
投资企业次之，16.7%的企业表示“影响极大”；另有6.7%的大

型民营企业表示“影响极大”。中央企业中受到极端影响的企
业数目为0，体现出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

图1反映了疫情期间不同类型企业的受冲击面。本报告
中，将“影响极大”、“影响非常大”以及“影响比较大”统称为企
业受到冲击，其比例之和统计为受冲击面。具体而言，疫情对
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最普遍，其受冲击面为40.7%；其次是外商
投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受冲击面均为
33.3%。中央企业受冲击范围最小，受冲击面为24.1%，同样体
现了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二）市场需求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中小民营企业受
到的影响最为广泛

图2的数据显示，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
中，市场需求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44.7%），其次是生产要素价
格上涨（28.9%），随后是资金链紧张（28.1%）、招工困难
（21.5%）、租金成本压力大（18.4%）、物流没有保障（16.7%）、复
工复产困难（16.2%）、产业链上下游受影响（16.2%）等。

图1 不同类型企业的受冲击面（%）

图2 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具体影响（%）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