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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7-3 17:10:40 

  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步稳定，我国抗"非典"战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学术界对非典给我国各行业发展和经济生活影响的研究也在不断深

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助理、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的荆林波博士认为： 非典对我国服务业影响深远，分析服务业的受损

程度，不能以第一季度的数据来说明问题，因为，非典对服务产业影响有一个滞后效应。而从疫情的传播来看，北京等地区是从4月份进

入高发时期，所以，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也要到第二季度的统计才能显现出来；同时，分析非典对服务产业影响不能笼统地以全国数据分

析，而应当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分地区对应分析才更为合理。 

    荆林波博士指出：服务产业是一个先导产业，对一个国家经济起到的是火车头的作用，火车头如果出现停滞，必然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其次，产业间存在着关联度，一个产业受损必然会波及其他产业。而服务产业不仅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有紧密的关联，而且在

服务产业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连带作用。第三，服务产业对不同地区GDP的贡献程度不一样。 

    荆林波博士强调：应该更多关注我国的中小服务企业。 

    据推算，全国有1500万下岗失业人员采用灵活方式实现了再就业。而这次服务业、小企业和灵活就业受非典冲击较大，可能使部分已就

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收入减少，甚至再次失去工作。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行业集中在服务业，就业的依托主要是小企业，就业的方式以临时工、小时工等灵活方式为主。从统计数据看，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33.7%。权威人士表示，由于受非典影响最大的行业都属于第三产业，涉及的人员较多，如果非典对

经济的影响一直继续下去，将对社会就业等产生不利影响。在受到非典影响下，众多的中小服务企业业务下滑甚至停顿。而我国近年来

8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由民营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创造出来的。因此，中小服务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对国有企业冗员的吸纳

能力，影响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最终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  

    有关专家认为："非典"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上，其中主要影响集中在旅游、餐饮、航空及其他交通业、商业等上。对三产的影响

在两方面需要特别关注：一是一些三产相对发达或对旅游业依赖性强的地区将受到相对大的伤害，国家应针对性地对这些地区采取短期优

惠政策。二是损失最大的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萧条无疑将加剧城乡就业矛盾，特别是将对农民收入产

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农民工使用比例都相当高，行业不景气将明显减少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收入。另外，农产品出口也将

变得比较艰难，从而使农民收入增长再面临新的考验。  

   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预计在600亿元左右。我们预计非典疫情在6月中下旬得以基本控制，6-8月份旅游依然会处于不景气状态，9月份

开始逐渐恢复。但境外旅游恢复速度会慢于境内旅游，恢复辐度不会太大，损失不可弥补。我们预计6月中下旬控制非典，7月交通开始逐

步恢复。按2季度受70%影响，3季度受40%影响，1、4季度大致不受影响计算，全年影响在25%左右，减少旅客1200万人。 

    专家还指出：非典"对连锁企业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于5月中旬对零售业、餐饮业、服务业、专业店、供应商等60家会

员单位发放了调查问卷，46家企业返回了信息，其中多为协会理事单位，基本覆盖了各个行业、业态。调查结果显示，"非典" 对连锁企业

未来半年对外拓展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受访的46家企业中，有15家(占总数的32.6%)认为目前"非典" 对销售影响还不明显，但这

些企业担心"非典"影响企业本年度发展。从企业构成情况看，这15家企业主要是零售企业和设施设备供应商。大部分接受调查的设施设备

供应商之所以担心企业年度发展受影响，是因为这些公司的业绩和连锁企业尤其是零售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零售业在受"非典"冲击、拓

展受限的情况下，设施设备供应商存有一丝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16家企业表示近期销售额有所增加，占总数的34.8%。这些企业基

本上是经营超市业态的零售企业和医药零售企业。由于超市很多商品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目前情况看，以超市业态为主的零售企

业在销售额上并未受到影响。但是，16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表示了对企业全年发展前景的担忧。有13家企业表示销售额明显下降，占总

数的28.3％。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餐饮企业都表示营业额急剧下降；此外，以服务为主的荣昌、旌旗席殊、特丽洁、福奈特等企业销售额

也有一定程度下降。不容忽视的是，在13家销售额业已下降的企业中，有6家企业担心企业整体发展会受"非典"影响，该6家企业包括餐

饮、服务和零售。多数企业表示"非典"会在其他方面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非典"将影响未来半年。 

  对于"非典"给企业造成的影响，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希望相关部门加大扶持力度。  

  在税收和贷款方面，企业希望暂缓交增值税、将1月至4月份上交的税收返还一部分给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给予支持，如到期贷款的

归还期限延长，提供贴息贷款支持、提供小额信誉贷款等；在一定时期免交营业税。 在各项行政收费方面，企业希望缓交四项社会保险

基金，减免行政性收费。在改善经营条件方面，企业呼吁：加强行业之间的沟通，及时通报情况；开放露天市场(餐饮企业)；增加电费方

面的优惠；疫情过后，政府应大力推动各行业振兴消费活动(如以消费发票抵消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在现有基础上，扩大减免费用和受扶

持行业范围；"非典"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办事效率高，希望今后能保持，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条件。  

  非典对零售业的影响预计在10%左右。非典对零售业的冲击主要是使消费者信心受挫，压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我们预计6月中下旬，

非典疫情控制之后，消费者被压抑的心理将得到释放，零售业将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甚至出现反弹，但外来消费仍会受一定影响。目前

虽然零售业损失很大，但从全年来说，预计损失在10%左右。 

    非典对房地产业具有潜在影响。目前由于非典影响，使北京市房地产即期销售减少，新开工和部分在建工程进度可能延迟，开发商资金



压力较大，银行利息增加，具有潜在影响。但我们认为，由于房地产项目建设、销售周期较长，只要我们工作到位，疫情基本控制后，其

滞后的投资和建设预计10月份以后房屋销售会进入正常状态。 

    医药、通讯、保险行业受益较大。这些行业的增长，有短期特征，若要继续保持发展，需要一些政策扶持，主要应该对北京医药产业大

力扶持。 

   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旅游、交通、餐饮、商业、文化娱乐、外经外贸等重点行业的影响。间接影响更多地

通过政府形象受损、投资环境、投资信心减弱、投资风险加大、就业岗位减少，信用等级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经济活动放缓、各种商务

活动和公务活动延期或取消等，作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总体上我们认为非典因素会持续到年底，进而影响到明年经济。虽然对某些行业的影响是短期的，但从经济总

体看，会有长期滞后影响。 

    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总体上非典对北京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第一，这场天灾全面检验了北京的各项

工作，加强了薄弱环节，提高了北京面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第二，面对危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强化，政府可以主动调整过去难以

调整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我们的结构问题，该扶持的可以大力扶持。第三，人们对城市环境、健康卫生标准、生活消费方式的

认识有了切身体验，观念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催生了一些新兴产业。第四，非典的出现使我们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对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有了新的内涵。 

    短期看，对三产的冲击大于二产；长期看对三产的冲击属于直接的、较易恢复，对二产的连锁影响较强。随着对非典认识程度的加深，

负面影响会逐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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