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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我国服务业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吸纳就业人数等方面都居主导地位。2019 年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为 53.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59.4%，从业人员占

全部劳动从业人员比重近 50%，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比重

达 72%。可见，服务业既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稳定器”，也

是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主力军。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此次疫

情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因此，采取有力措施保障服务业持续健康发

展是实现“六稳”和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中之重。

一、疫情对于服务业的总体影响

总体而言，疫情对一季度服务业增长将产生巨大影响。且传统服

务业受影响程度远远超过新兴服务业。疫情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可以分

为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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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对面”服务的传统服务业领域遭受巨大冲击

2020 年春节以来，为阻止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我国采取了封城、

交通管制、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等一系列公共防疫措施。首当其冲受到

这些措施影响的多数是“面对面”服务的传统服务业领域，如，餐饮

住宿、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会展等。加之疫

情爆发于春节，正值一年中服务业最为活跃旺盛的时期，其损失无疑

是惨重的。

餐饮业和商贸业。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中国餐饮业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受公共防

疫措施的影响，全国餐饮业近乎整体性闭店。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

年全国餐饮收入 46721 亿元，其中 15.5%来自春节期间这一传统消费

旺季。今年疫情期间，78%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达 100%以上，9%

的企业营收损失达到九成以上，7%的企业营收损失在七成到九成之间，

营收损失在七成以下的企业仅占 5%。据恒大研究院数据，仅春节 7

天疫情已对餐饮业造成约 5000 亿元的零售额损失。据中国饭店协会

对 28 个省，5109 家酒店的调研，今年春节 7 天内疫情造成了 12.3

亿元的营业损失。餐饮企业在无法营业的情况下，还要承担房租、员

工薪酬等固定成本。由于小区防控严且需要向平台支付佣金，外卖业

务也大量减少。餐饮业作为资金链条较短的行业已经开始陷入现金流

短缺的危机，尤其是其中占绝对主体的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脆弱，

融资贷款难问题更加突出。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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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销售收入断崖式下跌，春节假期期间，企业整体开工率不到 30%，

平均销售额不到去年的 15%，仅有的销售额也大多是公司内超市体系

带来的。

旅游休闲娱乐业。从监测数据来看，有组织的旅游活动随着疫情

爆发全面停止；探亲访友游客也同比减少了 76%以上，目的地活动半

径持续收缩到 2 公里左右，预期消费减少了近一半。旅游活动的“停

摆”使得旅行社、住宿、景区、购物等产业链上的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据有关机构参照近 3 年的数据测算，常态下 2020 年春节假期期间全

国旅游接待总人数预计达 4.5 亿人次，旅游收入预计达 5500 亿元。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预计 2020 年一季度及全年国内旅游人次

分别下降 56%和 15.5%，全年同比减少 9.32 亿人次；国内旅游

收入分别下降 69%和 20.6%，全年减收 1.18 万亿元。春节档是

电影业全年票房收入的重要部分，2020 年春节档异常冷清，大年初

一票房仅 181 万，而 2019 年同期票房高达 14.58 亿，2020 年票房收

入仅为去年的 0.1%。

交通运输业。疫情爆发以后，在为期 40天的春运中，全国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14.8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50.3%。

其中铁路发送旅客 2.1 亿人次，同比下降 47.3%；公路发送旅客 12.1

亿人次，同比下降50.8%；水路发送旅客1689万人次，同比下降58.6%；

民航发送旅客 3839 万人次，同比下降 47.5%。

会展业。因春节后持续限制人员流动，所有会议、会展等活动也

都相继取消或延期，这给会展业带来巨大损失。预计 4 月份之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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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会将延期或停办。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发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对 UFI 中国会员的影响调查报告》显示，UFI 主办会员在 2-3

月延迟或取消的55场展会净面积总数达2,909,850平方米，27家UFI

场馆会员共延迟或取消了 158 场展会。据专家预测，若疫情在一季度

结束，会展业损失约在 10%～20%；若在二季度结束，损失约在 30%～

40%。假设疫情一季度结束，以 2018 年中国会展业产值 6000 多亿元

计算，疫情给会展业带来的损失约为 600～1200 多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 2 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仅为 29.6%，比上月下降 24.5 个百分点。服务

业景气指数回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30.1%，比上月下降 23.0

个百分点。旅游、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人员聚集性较强

的消费行业需求骤减，商务活动指数均落至 20.0%以下。即使考虑到

疫情对刚需消费品的冲击可能因网购得到较大程度弥补，但疫情对休

闲娱乐、文化旅游、住宿餐饮等可选择性消费所产生的的负面影响在

短期内却难以弥补。

（二）互联网数字经济新业态逆势上扬

此次疫情凸显出互联网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强大优势。如，网络消

费、网络办公、网络教育、网络医疗、网络金融、网络娱乐等均实现

逆势增长。快递业数据显示，网上消费增长幅度很大。据国家邮政局

统计，今年 1月 24-29 日春节期间，全国邮政业揽收包裹 8125 万件，

同比增长 76.6％；投递包裹 7817 万件，同比增长 110.34％。2020

年 1-2 月远程办公企业规模超过 1800 万家，远程办公人员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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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95%的网民增加了线上娱乐和服务的使用，爱奇艺、芒果

TV 和腾讯视频会员数量分别环比增长了 1079%、708%和 319%。在

线医疗需求激增，据平安好医生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0 日，平台访问人次达 11.1 亿；今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6 日，

APP 新注册用户量较前 20 天增长了 10 倍，APP 新增用户日均问诊量

增长达 9 倍。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0 年 2 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中，在调查的 21个行业里，有 19个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收缩区

间，但金融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电信、

互联网软件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虽有所回落，但在云办公、在线教育和

远程医疗等新业态新技术的支撑下，明显好于服务业总体水平，分别

高出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13.2 和 11.3 个百分点。

二、相关政策建议

（一）发挥政策组合拳作用，确保中央政策落地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

神，中央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扶持中小微企

业和服务业发展，这些政策措施精准、全面、力度大，对于促进“六

稳”将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减税降负、降低企业成本方面，包

括降低企业税赋、融资成本、生产要素成本和“五险一金”，给予企

业阶段性社保费减免、住房公积金缓缴、贷款利率下调、还本付息延

期等优惠政策，为受疫情影响造成合同履约、劳资关系等法律问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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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优化信息服务等。例如，

在减税降费措施方面，规定 2020 年 3 月 1日至 5月 31 日对除湖北省

以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湖北省免征；对 2020 年度受疫情

影响较大、发生亏损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业企业，将最长

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8年。2020 年 1月起对纳税人由提供公共交

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所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2020 年 2月 22 日-6 月 30 日，阶段性降低

非居民用气成本；从 2020 年 2 月起，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

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 5个月；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可减半征收，减征

期限不超过 3 个月；2020 年 2 月 1日至 6月 30 日期间，一般工商业

及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电费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结算；2020 年 3月-6 月，阶段性减免部分征信服务收费。在资金

支持方面，规定 2020 年 1 月 25 日-6 月 30 日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

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中信保公司对中小微外贸

企业进一步降低保费费率，简化服务程序，合理缓交保费，在定损核

赔时予以酌情处理。

针对上述情况，一要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有的各项政策措施。综

合运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和行业协会等渠道宣传政策，使中小企业尽

量周知。为具有行业带动性的大型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及时协调解

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二要采取安全特殊措施和标准稳步推动复

工复产。采用特殊时期的管理办法，如限制人数等办法保证景区、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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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超市、商场等安全营业。保证生活服务类企业的复工与生产性服

务配套。三要因地制宜，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防控疫情仍是首

要任务；对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地区，则要防控和生产并重。

（二）实施数字赋能服务业战略，大力发展互联网新业态

疫情使传统服务业遭受重创的同时，也迎来了互联网新业态规模

化增长的新阶段。“宅”+“网”的模式可能成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和劳动者所青睐的新模式，为新兴服务业的规模化发展与传统服务业

更新迭代提供了重要机遇。为此，要将数字赋能作为提升服务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引擎，推动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服务业发展的

新动能，实现服务业结构升级。

一要大力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此次疫情带来了深刻

的“无接触式”场景变化。从餐饮、购物、娱乐到办公、教育、医疗、

金融、会议，各种过去线下的活动被大量线上化，人们对互联网新业

态的认识、使用和消费也进一步增强。要因势利导，促进人们的消费

行为向线上转移，推动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娱乐、数字金融、

数字办公等数字化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二要大力支持餐饮、

零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采用“线上+线下”的新销售模式。引导企

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尤其要帮助中小企业提升信息化

管理水平。此次疫情期间推出的“无接触配送”“智能取餐柜”“人

力资源共享”等新业态就是模式创新的范例。三要适时研究出台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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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相关行业规则，为新业态发展提供鼓励包容、

审慎监管的制度环境。

总之，此次疫情给服务业带来了暂时困难，但随着一系列政策措

施的落实，这一局面将得到有效缓解。同时，疫情也为服务业的数字

化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从供需

两侧发力实现结构升级，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能。一旦具备了政

策有保障、消费有需求、市场有供给、技术有支撑的基本面，推进实

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撰写：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山东大学兼

职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中心主任，郭霞，中国社

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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