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朔：经济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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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秦朔 

 

1、 

从 3 月 19 日开始，我有两个月没出过小区。 

我们生产数字内容，一直在更新，不像很多车企，受疫情冲击和缺芯

影响只能停产。我也尽可能利用线上会议等方式了解企业实际，为他们呼

吁、打气。 

此次疫情，上海受伤最重，4 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下滑 61.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48.3%。G7 物联的数据显示，4 月上海公路

货运流量较去年同期下滑 83.7%，全国公路货运指数同比下滑 26.6%。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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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平台还可看到，全国与上海有密集货运往来的地级市有 218 个，占 293

个地级市的 3/4。真的是“上海停一阵，全国伤一片”。 

“屋漏偏逢连夜雨”，奥密克戎疫情暴发的时点，恰逢俄乌战争、美

元加息，又叠加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所以从生产、

服务到消费、投资、就业，整个经济遭遇了合成冲击。 

从最近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看，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经济的严

峻性，正努力采取措施，让经济从区域性、阵发性的停摆中走出来，决不

让局部的停滞时刻，演变成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停滞时期，甚至导向一

个停滞的周期。 

经济不能停，中国不会停，这需要全社会的更强共识和更坚决的行动。 

2、 

充满韧性的中国经济在奥密克戎面前如此无力，是我过去不曾想过的。 

上海张江有一家智能机器人平台型企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也是工信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揭榜攻关单位。 

2020 年疫情时我去采访过。他们的代表产品是自主研发的医疗服务机

器人，截至目前已入驻了 2000 多家医疗机构。他们之所以能与世界先进

水平并跑，是因为研发和生产机器人需要多个工种，如机械设计、电子设

计、工业设计、制造，还要开发复杂的软件交互系统，这又需要前端、后

台、数据库、仿真、算法等方面的工程师。要是把几百个研发人员放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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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顿，成本高得难以想象，但在上海，可以招聘到成本可控、数量有保证、

充满战斗力的大量年轻工程师。 

这样的中国智造令人期待，但最近了解，发现他们所受的打击非常重。 

一是对生产的打击。机器人组装生产要靠完整的产业链，而目前物流

不行，没有零件，他们也不是闭环园区，无法 24 小时封闭工作，所以无法

生产； 

二是对订单的打击。现在几乎所有医疗机构的招投标和设备采购都停

了，他们 2/3 的销售人员都处于放假状态。正常情况每个月有几千万元收

入，4 月只有 100 多万； 

三是对研发的打击。机器人的研发调试要在真机上完成，居家办公非

常影响研发进度，大部分研发无法进行，只能写写文档； 

四是对资金的打击。他们去年底刚做过一轮融资，能支撑，不裁员，

还在积极招募优秀人才，但周围很多公司已经撑不住了，“再这样一两个

月，即使不倒闭，肯定也要大裁员”； 

五是对客户信心的打击。他们的产品出口到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

球代理商都在问供货周期，一些海外的医疗机构也担心合作的长期性和稳

定性。 

上海的企业受疫情影响最大，附近区域也不能幸免。第一财经记者给

我讲了苏州华星光电公司的情况，他们已经有几次到了停产边缘。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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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化学气体供应商在无锡，以前去拉配套材料，两三个小时就行，现在

至少要 20 个小时。“会有各种突发状况，比如到了高速公路口发现上匝道

关了，到了目的地发现下匝道封了。如果 20 多个小时可控也行，可以早点

安排人手准备，最糟的是不知等多久。各地政策不停变化，原材料有很多

不确定性。同时，并不是所有原材料都能提前储存的，比如气体化学品有

有效期，且有效期很短，只能及时运输、及时供应，没有的话就要停产。” 

我去过钢铁厂、玻璃纤维厂、玻璃厂、电解铝厂，知道这类企业一开

机就不能停，除非几年停一次做大修。如果能源和原材料供不上，突然停

产，损失动辄就是千百万元。 

疫情要动态清零，有些生产活动和服务保障则一刻也不能归零。生命

至上，我觉得企业的生命也在其中。 

有朋友说，做企业几十年现在最难，一共有 9 难，业务难，收入难，

收款难，物流难，出差难，融资难，交租难，还贷难，发薪难。 

上海“新沪商”理事会最新一次云上会，反映企业有 6 难：正常运营

遭打击，现金流困难，人才外流，物流不畅，供应链阻断，客户流失。企

业希望的政策支持有 7 项：简化政策及流程、减免社保与公积金、提供专

项补助、推动续贷、减免利息、刺激消费、打通物流堵点。 



 

 -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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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利弊。我问企业家们，疫情中有没有一些利？ 

听到的答案有：和家人待的时间长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成长，通

过团购以前不认识的邻居认识了，厨艺有了提升，当了志愿者，学会弹了

一首钢琴曲…… 

作为个人、家人，这的确是“利”。但作为市场主体，除了少数疫苗、

核酸及相关物资保障企业，大多数都是受损者。 

上海市人大代表沈铱 5 月上旬做了一个中小服务业企业受疫情影响程

度的调查，回收的 941 份问卷显示，85%的企业经营受到冲击，39%的企

业表示可以支撑半年或以上，其余都在半年以下。 

货运情况也类似，大型货主及大型快递企业开工率较好，占据市场主

体的中小货运经营者的复工率很低。他们受通行证办理资质和效率、运力

短缺等影响，很多都无法正常上路。货运行业今年的关键词是“出清”。 

客观来说，政府对复工复产也很急迫，已经分批开始，政府也意识到

如果再停一两个月，中小企业将大面积倒下。除非再发生极端特殊情况，

企业不能停，物流不能停，生产不能停，市场不能停。但问题是，由于要

求太高、问责太严、配套条件跟不上，加上各地的政策各行其是，复工复

产还不顺畅。 

有企业告诉我，现在去稍微基层一点的地方，只要有星号往往住不了

酒店，导致无法出差，无法拜访客户，无法交货。“走到哪儿都是防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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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主导，越严越好。对街道和居委的考核，最硬的指标就是清零。从各个

部门到街道，能不能指定一些生产型干部专门负责响应企业的问题，做好

统筹和平衡？” 

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还有成本的问题。我看过一家企业做的复工闭环成

本测算，他们有 50 名员工，人均每天要额外增加 580 多元成本。其中员

工复工闭环管理物资采购清单包括：一日三餐、一次下午茶和晚上加班零

食，抗原检测、核酸检测，N95 口罩和日常用品（如袋装洗发水、一次性

内裤、沐浴露）。封闭职场费用包括：办公场所消杀、疫情生活垃圾回收处

理、防护服、酒精消毒湿纸巾、免洗洗手液、酒精消毒喷雾、常用药品、

住宿行军床/睡袋。 

他们算算账压力太大，所以放弃了复工复产，宁可再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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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