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企业占 13.94%。员工人数在 500 人以内的企业合计占 92.62%。 

选项       占比（%） 

50 人以下 64.67 

51-100 人 14.01 

101-500 人 13.94 

501-999 人 3.55 

1000 人以上 3.83 

3. 2019 年营业收入 

75.62%的企业 2019 年营业收入在 5000 万元以下，9.34%的企业营业收入在

5000-9999 万元。营收 1 亿元以下的企业合计占比 84.94%，营业收入不超过 6 亿

元的企业占 98.39%。 

选项 占比（%） 



 

 

 

 

6. 疫情期间贵公司面临的主要支出压力？ 

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占 59.79%，租金 16.59%，两项合计 76.38%。说明多数

中小企业员工薪资和五险一金是成本支出的大头，其次是租金。偿还贷款占

13.45%，三项合计占 89.83%。 

选项 占比（%） 

员工工资及五险一金 59.79 

        租金 16.59 

偿还贷款 13.45 

支付应付账款 7.04 

其他费用支出 3.14 

7. 如何应对现金流短缺？ 

为渡过难关，22.79%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 15.75%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

这两项影响就业的选择合计占 38.54%。还有 10.24%的企业选择民间借贷，21.25%

的企业准备贷款，13.31%的企业选择股东增资。当然，企业可能会同时采取多种

途径渡过难关。 

选项 占比（%） 

现有股东提供资金 13.31 

引入新股东 4.74 

贷款 21.25 

民间借贷 10.24 

延迟支付货款 6.76 

减员降薪 22.79 

员工集资 0.42 

停产歇业 15.75 

其他 4.74 

 

8. 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诉求 

50.45%的企业希望政府在社保、租金、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方面给予补贴或

减免，20.28%的企业希望减免税费，希望提供流动性支持的企业占比 13.17%，还

有 10.24%的企业希望适度延期偿还贷款或豁免部分债务。 

10-20% 15.82 

20-50% 27.80 

50%以上 31.08 

无法判断 21.53 



 

 

三． 中小企业疫情时期面临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 

1. 遭受的损失能否获得补偿？补偿多少？如何补偿？ 

不同的行业和企业，遭受损失的内容和程度不同。有些是原材料损失或者半

成品损失，有些是产成品损失，销售不出去；有些是应收账款难以收回；还有的

是确定的订单不能交货，可能遭遇赔偿；已有的货物遭遇拒收，或订单遭遇退款，

经营陷入困境；有的行业和企业甚至经营休克、中断。 

此次疫情爆发和传染属于天灾人祸，除了少数有保险赔付外，其他的重大损

失是否也应该赔偿或补偿？找谁赔偿或补偿？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这个问题

需要专门研究。 

2. 如何合理分担各种法定的应付款？ 

很多企业因为疫情，经营收入受到重创，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已经发生或将

要发生的各种法定应付款仍然需要支付，其诉求者主要是政府、企业内部员工和

外部商业经营者——实体经济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国企和民企。 

政府主要是税、行政事业费等，员工主要是薪资，产业链上下游供销商、经

销商、用户主要是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退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诉求

是本息，电力、水务企业涉及燃料动力水电费，经营场地提供者以及贸易、物流、

仓储、配送等服务商涉及租金、仓储运输配送费。 

减免中小企业法定支付压力，就是要在这些法定支付的诉求方之间分担。企

业法定支付的分担方式有 2 类： 

（1）企业自己承担，包括当期承担，延期支付。 

包括员工薪资、租金、社会保险费、税款、货款、贷款本息。例如，餐饮可

以将顾客定金转换为储值卡。 

（2）转移承担主体，由政府、金融机构、服务提供商、用户等利益相关者分别

承担一部分。可以细分为两种方式： 

⚫ 无偿承担 

    由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类型和数额的应付款，但不给予补偿。包括：企业裁

选项 占比（%） 

降低/减免税费 20.28 

减免利息 3.69 



员、减少薪资支付，由员工承担；商业物业主减少商户租金；政府减少税费，要

求银行降低利率，甚至减免企业部分债务；或者由政府补贴企业的租金、利息、

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 

⚫ 有偿承担 

    利益相关者承担企业的应付款现金流出，但要从企业经营恢复后的收入中补

偿。例如，餐饮店把春节期间顾客预订的预收款，以更多优惠转为充值卡。如果

利益相关者承担的成本支付数额比较大，可以采用有偿分担方式，例如，作为债

务，获得一定的利息；甚至可以采用可转债或者直接折算为股份。 

    当然，企业还可以采取“无偿承担成本现金流出+有偿承担成本现金流出”

组合的方式，减少自身损失。 

3. 如何保持融资性现金流入的供应？ 

企业经营过程沉淀了资金，包括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疫情及经营恢复

期，大多数企业因为遭遇损失、经营循环中止，都会缺钱，需要注入新资金。 

首先是现有承诺的现金流入不中止。特别是现有贷款不抽贷、断贷和停贷；

其次是如何注入新的资金？包括债务、股权以及多样化的混合型融资工具。 

除了金融机构不抽贷、断贷、停贷，金融机构与危机行业及企业还可以通过

协商妥协，创新金融工具。历史上，当经济和行业受到重大危机时，往往会出现

相应的金融创新。例如，零息票、优先股、收入债券、高收益债券，条款更为灵

活，匹配企业经营恢复的现金流期限结构，满足投资者的风险收益要求。 

四. 政策验证与补充建议 

此次疫情突如其来，属于不可抗力，并非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企业单独难

以承担，需要政府号召、动员，媒体宣传，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员工等全社

会力量一起行动，共同分担。 

上述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政府部门近期应急出台的企业扶持政策的

必要性和及时性，各地政府正在陆续出台相似政策。包括： 

1. 减轻中小企业经营成本负担方面 

根据企业法定支付项目构成及诉求方类型，需要在政府、政府控制的企业以

及民企之间分配如何减免中小企业的法定支付。 

（1） 调整税费政策，减轻法定税费负担。 

由于中小企业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两项合计占成本支出大头，因此，政府有

必要及时通过返还、减免、补贴或延期，以及允许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与员工协

商薪酬等多种方式，直接减轻中小企业税费、租金、行政事业费、社保等支出。 



各地的中小企业行业分布和财政实力不同，需要进一步通过调研，根据企业

在疫情时期遭受的损失状况和维持就业能力，提出具体解决办法。例如，如果财

政状况比较好，在疫情结束后，延期支付半年的税费；对于餐饮、旅游、科技等

行业的企业，如果企业不裁员，政府给予担保公司一定的补偿，鼓励担保公司给

企业担保，银行提供一定额度的基准利率下浮的贷款。 

如果政府减免补贴能力有限，可以允许企业在疫情期间及经营恢复期的房租、

人员薪资等税前抵扣。 

（2） 国企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服务收费也可以相应降低和减免 

例如，经营恢复期，可以减免水电费和物流企业及个体运输户的高速公路通

行费；国企提供的场地，可以适当减免租金。 

（3） 鼓励有实力的非国企减免中小企业费用 

例如，租金、物流配送费、广告费等。万达、大悦城等 500 多家商业物业主

已经宣布主动减免商户租金。 

（4）鼓励社会捐赠 

2. 降低资金成本，保持信贷供应，减免债务。 

（1）降低资金成本，保证信贷供应。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向金融机构提出了若干要求。包括

“维持信贷供应，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和“为受影响较大

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运行暂

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

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中长期贷款等方

式，以及降低再担保费用。”商业银行陆续制定了相关信贷支持政策，例如，不

还本续贷。关键是如何落实到位。 

（2）适当减免债务 

人民银行等几部委的通知没有提到贷款本金是否可以适度免除、列入坏账核

销。如果疫情持续 2-3 个月，可能有一些企业出现债务违约。为了减少企业破产，

特别是对能够恢复经营的企业，需要金融机构作出相应妥协。可以考虑给银行增

加疫情专项债务坏账计提额度，适度减免中小企业债务。 

（3）放宽上市条件 

疫情可能导致一些拟上市公司业绩下降。中国证监会需要针对拟上市企业由

于疫情导致报告期业绩下降、不满足上市前三年业绩达标的情况，相应放宽条件。 



五.  金融支持升级预案建议 

根据此次疫情防控上海医疗专家组长张文宏教授 1 月 30 号的分析，疫情防

控的最好情景是 2-3 个月内全国疫情得到控制，中间情景可能持续半年至一年。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受疫情影响，31.08%的企业预计 2020 年营业收入下

降幅度超过 50%，58.88%的企业下降 20%以上。同时，能维持 6 个月及以上的企

业只有 9.27%。 

如果疫情持续半年以上，90%的企业将难以为继，很可能歇业或者破产，依

靠减免、返还和延迟缴纳税费，减少员工薪资、延期贷款偿还等政策可能还不够。

一些中小企业会因持续半年恢复经营、没有收入而还不了到期债务；更达不到现

有债务和股权融资条件，需要升级金融支持力度。 

1. 创新金融工具 

疫情持续半年以上，出现资金短缺的企业会更多。往往不符合现有贷款及股

权融资要求。需要针对企业的经营恢复状况，创新金融工具，在还款条件上设计

多种权力，增加灵活性。例如，半期限零息债务、收入债、高收益债等。 

2. 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 

如果疫情影响持续半年至 1 年，前述政策很可能还不够。因为一旦大量的中

小企业持续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经营，企业股东未必愿意增资，民间金融、正规的

商业金融机构也会产生畏惧，出现资金全面紧张的局面。即使有融资能力的企业，

也会面临借贷无门。 

此时，需要进一步升级金融救助方案，政府金融站台、信用背书。可以考虑

由财政出资，甚至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国家及地方中小企业救助或者振兴基金。 

此次疫情，波及面大、持续时间可能比较长，对行业、产业和产业生态影响

甚大，只救助单个企业可能难以奏效。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可以细分行业

设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包括国企和知名民企，从产业链或商业生态角度，设

计产业或产业生态层次的金融解决方案，带动产业或细分产业或细分行业更多的

企业恢复经营。 

此外，需要研究重大灾害及疫情保险产品。疫情防控见效后，可以考虑增加

五一、端午节、国庆假、元旦等重要节日的假期天数，弥补因疫情失去的部分消

费，拉动经济恢复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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