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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考”出企业创新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 在这

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里 ， 没

有人是旁观者 。 对于担起经济建设

重任的广大企业而言 ， 这更是一场

硬仗。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勇表

示 ，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 光靠个人

的力量十分薄弱 ， 需要企业发挥好

组织力 ， 避免进入 “组织懈怠 ” 的

不良状态 。 只有凝聚起广泛共识 ，

才能动员起更多员工的积极性 ， 共

克时艰， 打赢这场战 “疫”。

“突然爆发的疫情 ， 正将企业

自动化 、 信息化以始料不及的速度

和前所未有的压力推至每一位企业

家面前。 拿出冒险精神、 创新担当，

或许此次危机， 也能成为机遇。” 苏

勇说。

企业要给予
员工更多支持

2 月 10 日 ，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复工首日 。 以此为起点 ， 许多企业

正式从前所未有的超长春节假期 ，

逐步转换至恢复生产运营的正轨。

“虽然企业宣告正式复工 ， 但

从四面八方陆续返程的员工是不是

已经调整好了状态呢 ？ 这是企业必

须要思考的问题 。 ” 经过调研后苏

勇发现 ， 疫情当前 ， 一些员工会

带着各种各样的不安情绪和思想

问题 ， 对企业下一步发展 ， 也存

在各种疑虑和迷茫 。 “在这样的

非常时期 ， 员工个人的力量十分

微弱 ， 因 此 对 企 业 依 赖 性 更 强 。

此时 ， 复工企业更要从精神 、 物

质两方面来给予员工更多支持 。 ”

苏勇表示 。

已复工的企业根据自身物资储

备 ， 给予员工数量不等的口罩 、 消

毒液等防护物资 ， 这是从物质层面

为员工树立起积极印象 。 此外 ， 企

业还应更好地掌握员工思想动态 ，

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 。 比如 ， 可以

适当引入心理干预 ， 解决员工心理

问题 。 只有这样 ， 才能做到 “上下

同欲者胜”。 疫情当前， 这未尝不是

一次巩固企业文化的最佳时机 。 只

要成功凝聚起员工共识 ， 大家一起

同心协力 ， 企业必能战胜危机 ， 共

克时艰。

维持现金流
是重中之重

在苏勇看来 ， 对企业而言 ， 维

持必要的现金流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现金流就好比人身上的血， 如果现

金流断了， 企业也就垮了。”

苏勇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 企业

要争取做到应收资金尽收 ， 能暂缓

支付就尽量暂缓 ， 并全方位开源节

流 ， 大力压缩成本和各种费用开

支 。 同时 ， 最大程度利用好各地政

府相继出台的扶持政策 ， 寻求金融

机构和政府的帮助 。 那么 ， 企业便

能挺过这段阵痛期 ， 守得云开见

月明 。

在苏勇看来 ， 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遇到困难并不鲜见 。 不过 ， 当务

之急是要先盘清家底 、 研判形势 。

他还从与一些企业家的访谈中得出

了这样的判断 ： 大多数企业仍有一

定积累 ， 只要紧缩开支 ， 多方挖掘

融资渠道 ， 保证现金不断流 ， 就会

有生存空间。

倒逼商业模式加速创新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苏勇

认为， 从积极面来看， 疫情防控倒逼

出的诸如 “云办公 ” 这类新经济模

式， 未尝不是一次企业重新思考全新

商业模式 、 运作方式的良机 。 17 年

前的那一场非典疫情中， 阿里巴巴嗅

到商机、 一跃而起， 最终成就了如今

难以撼动的商业帝国。

“在此次艰难转型中 ， 我们也

应当看到更多前行的希望 。 ” 他认

为 ， “云办公 ” 的诞生其实是让一

些此前拥抱互联网仍不够紧密的传

统企业 ， 再一次意识到互联网的重

要性 。 为避免人群密切接触 ， 远程

办公 、 网上作业 、 电话会议 、 新技

术营销等各种方式都已高效运用 。

在非常时期， 这是企业的无奈之举，

但从长远考虑 ， 这种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 ， 运用互联网技术 、 数字思维

的方式 ， 未尝不是企业经营中的

“上策”。

以门店体验为主的西贝餐饮 ，

为形势所迫， 掉头搞起了外卖生意。

这本是无奈中的自救 ， 但每天蹭蹭

上涨的营业额 ， 也喻示着这可能是

它拼杀出的一条光明路 ， 继而成为

企业全新的盈利模式 。 在线上线下

提前布局的盒马鲜生 ， 在此次疫情

中大放异彩 ， 适应了特殊时期消费

者需求 ， 不仅赢得收益 ， 还收获了

口碑。

苏勇认为 ， 对工人必须到现场

的制造型企业而言 ， 企业家同样可

以以创新精神 、 超前思维应对此次

疫情 。 比如 ， 思考如何进一步运用

大数据和机械化操作 ， 在疫情蔓延

时期减少人员密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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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小服务企业最需要“撑一把”

“本次疫情防控的特点， 决定

了服务业会受到一定冲击， 需要及

时采取积极的对策， 避免进一步波

及相关的制造业， 乃至部分农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认

为， 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尽快出台支

持服务业的针对性政策， 另一方面

也要鼓励中小企业主动应对， 包括

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 用工策略 、

降低成本开拓新业务 ， 想方设法 ，

抱团取暖。

尽快出台政策
应对短期冲击

芮明杰表示， “服务品的特性

一是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的过

程 ， 即同一性 ； 二是不可储存性 ，

即服务品一旦生产就必须消费， 所

以它是不能够储存的。 服务品的生

产不像制造业的工业产品的生产 ，

是不可能先生产储存服务品， 然后

等待疫情防控过后再分销给消费者

消费的。 本次疫情防控的特点， 决

定了服务业的发展， 会在短期内受

到巨大冲击。”

具体分析来看， 由于疫情防控

的需要， 公共场合集聚和线下的接

触目前都需要尽量避免， 人们减少

外出、 减少集聚， 带来直接的影响

就是居民消费需求会降低， 包括旅

游、 交通、 宾馆、 餐饮、 购物、 娱

乐、 健身、 车辆服务、 政府公共服

务等。 因为对这些服务行业需求的

减少， 还会关联至这些服务行业的

上游产业 ， 包括宾馆用品生产行

业 、 旅游用品行业等 。 与此同时 ，

相关制造业的产品也难免被波及 ，

例如短期内人们可能减少对耐用消

费品汽车、 家用电器、 手机等等的

购买。

“因此 ， 稳住服务业相当重

要， 尤其是要稳住服务业中大量的

中小企业 ，” 芮明杰建议 ， 国家和

地方要尽快出台应急性的服务业支

持政策， “在疫情防控面前， 企业

靠自身的努力是可以减少一部分的

损失， 但这还远远不够。”

不同服务行业
要有针对性支持

事实上， 目前全国很多地方政

府已经积极行动了起来： 上海 2 月

8 日发布了支持服务企业的系列政

策， 苏州也开始出台政策给予中小

企业一定的支撑性帮助等等， 这些

都将对企业的稳定运营起到非常有

效的帮助。

在此基础上， 芮明杰认为， 国

家层面也可以考虑出台稳定服务业

发展的系列政策。 对服务业中受疫

情防控影响更大的行业 ， 包括旅

游、 交通、 宾馆、 餐饮、 购物、 娱

乐等， 设计出台一揽子政策。 例如

税收返还 、 失业救济 、 租金减免 ，

资金支持、 创新鼓励， 公共网络平

台使用等政策， 切实稳定服务业发

展， 稳定服务业中小企业与相应就

业人员， 为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打

下坚实的基础。

芮明杰表示， 服务业是一个十

分庞杂的大类产业， 我们称之为第

三产业， 第三产业内许多服务行业

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 “民众的

有些服务需求是可以替代的， 如餐

饮； 有些服务需求如旅游等暂时不

是 “刚需 ”； 而有些服务需求是必

须的如水电煤 、 生活物资供应等 ，

为此政策执行者需要有针对具体不

同行业的应急方案， 尤其要积极主

动对不同行业中小服务企业的困难

进行有效协助， 提供应急政策的咨

询、 帮助。”

为此， 他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

应急领导机构进行统一指挥， 帮助

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去应对疫情防

控带来的影响。

更多企业可主动而为
“抱团取暖”

“在出台服务业支持政策的同

时， 政府还是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

应对近期疫情防控的影响 ，” 芮明

杰认为 ， 这方面企业可以主动而

为， 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用工策

略、 降低成本开拓新业务， 想方设

法， 抱团取暖。

例如， 可以鼓励企业从集中未

隔离式生产与服务， 调整为分散隔

离式生产与服务； 从互联网线下的

分销经营， 调整为互联网线上分销

经营 ； 调整或延期正在投资的项

目， 以观察未来市场变化以及保护

资金链的安全； 稳定现有的合作关

系或开展更好的战略联盟以共度难

关； 积极探寻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市

场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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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危机中学会持续反思

“此次疫情防控来势汹涌， 我们

要看清经济运行的大势， 然后再看看

到底企业内部有些什么问题， 再找到

针对性的对策。”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副教授孙金云表示， 企业家需要从危

机和应对中学会持续反思。 “一个企

业家自省的能力和企业不断的否定自

我， 与企业提升核心能力息息相关。”

根据孙金云的分析， 对于不同的

行业来说， 疫情防控产生的影响一般

可以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是几乎不受

任何影响的行业， 比如说水、 电、 煤

气， 甚至还有一些常用慢性病的药物

生产， 这些需求非常稳定。

第二类稍微复杂一点， 这些行业

会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迎来一个需求

急剧的爆发， 随着疫情防控结束， 需

求就逐渐消减了。 在这类产品或者行

业当中又分两种情形， 一种是低值高

频消费的产品， 口罩、 防护服、 护目

镜、 酒精， 以及一些清洁用品等； 另

一种是高值低频消费产品， 比如呼吸

机等医疗设备。

第三类会在疫情防控发生时受到

影响， 但只要疫情防控结束， 马上会

面临着一个报复性反弹 。 首先是餐

饮， 餐饮会迅速迎来消费需求反弹；

还有健身， 健身房的生意肯定会好起

来 。 当然 ， 在反弹性需求集中爆发

后 ， 这些行业最终也会回归正常的

状况。

第四类短期有影响， 但后期会快

速回归正常。 例如， 线上买菜等这类

基本需求， 疫情防控结束后恐怕不会

再出现持续性的需求增长。 所以说有

些行业即使受到了疫情防控影响， 也

会很快回归正常。

第五种类型是短期内就爆发增

长， 后续依然会有持续一段时间的增

长趋势 。 这是这段时间内真正遇到

“爆发” 机会的行业， 包括网上办公、

互联网教育等。

第六种类型的需求曲线像一把勺

子， 当下会受到的影响， 接下来会经

历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 “这些是我

们应该去重点关心 、 支持的行业企

业。” 孙金云表示。

“面对疫情防控， 中小企业面对

的核心挑战， 就是要生存下去，” 孙

金云给出三条具体的建议：

首先是调整组织目标，测算一下企

业的极限生存时长，短期内现金为王。

其次是中期考虑能力的提升。他

建议可以先找一项：“你在哪项能力上

面能够获得突破，接下来三五个月的时

间里面，就集中力量突破一个能力。”

第三要考虑组织效率的提升 。

“以往我们看到太多中小企业同质化

发展， 只知道强调规模， 不知道强调

效率 ，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变思

路， 要在效率方面做改进。” 孙金云

表示， 提升效率可以用愿景期望对标

的方法———找一个周边效率最高的同

行， “不要去找最大的企业， 而是找

最强的企业看看， 寻找差距， 努力实

现对标。”

抓住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商机

“在疫情防控影响之下， 人们

的需求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 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明宇表

示， 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企业

关键要 “修炼”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

的决策能力 ， 同时提高组织适应

力 ， “抓住不确定性环境下 ， 满

足这些 ‘另一种’ 需求的机会， 就

是一次商业良机。”

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经济， 如

何做到两手都要硬？ 在刘明宇看来，

逐步恢复生产、 商贸、 教学和生活

秩序， 保持企业物流、 资金流、 商

品流、 信息流的通畅， 其实正是为

更好地战 “疫” 储备必要的养分。

不久前， 上海市嘉定区与江苏

省昆山市签定了一份 《嘉昆两地联

防联控备忘录 》。 自 2 月 14 日起 ，

双方将携手 “跨省作战 ”， 在严控

疫情的基础上， 方便两地居民跨省

上下班通勤， 帮助两地企业复工复

产， 竭力降低疫情防控对区域经济

的影响。 这也充分发挥出了长三角

地区联防联控优势。

“在从严防控的基础上， 畅通

跨区域流动， 这是抓经济发展非常

关键的一步 。” 刘明宇表示 ： “协

调各地防疫政策 、 恢复生产节奏 ，

其实是为了让产业链上下游更畅

通。 对一些外贸企业而言， 中介服

务机构无法复工， 有可能会直接导

致其涉外业务流程中断。 因此， 保

持区域间防疫节奏趋同， 也可以确

保产业链重新运转起来。”

从企业层面的角度来说， 突如

其来的疫情防控犹如一场 “黑天鹅”

事件———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

考验的正是企业防患于未然的危机

意识， 与处乱不惊的应变本领。

刘明宇表示， 除政府需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对企业帮扶， 以缓解疫情

防控对经济的冲击外， 最根本的还

是需要企业自身提高不确定性环境中

的决策能力， 同时提高组织适应力。

对企业来说， 在疫情防控影响

下， 现有的商业模式的失灵， 的确

让人着急， 但危机之中， 新的模式

也会 “应运而生 ”。 比如 ， 购物从

线下转移到线上， 由此带火了叮咚

买菜； 学校不复学， 许多在线课程

服务器因在线人数太多而崩溃； 一

些企业大力推广远程办公、 网络会

议 ， 探索更安全的生产组织模式 。

此外， 许多企业趁此机会加大市场

研究力度、 增加研发投入、 抓紧员

工培训， 为复工后的竞争发力做好

充足准备。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 总有

一些确定的机会。 此时， 抓住这些

机会并提供解决方案， 未尝不是一

次商业良机。” 刘明宇说。

孙金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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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的良机。

在疫情防控影响之下， 人们的需求会以另一种
方式存在： 比如， 购物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一些企
业大力推广远程办公、 网络会议， 探索更安全的生
产组织模式……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 总有一些确
定的机会。 此时， 抓住这些机会并提供解决方案，

未尝不是一次商业良机。

企业家需要从危机和应对中学会持续反思， 一
个企业家自省的能力和企业不断的否定自我， 与企
业提升核心能力息息相关。

稳住服务业相当重要， 尤其是要稳住服务业中大
量的中小企业。 在疫情面前， 企业靠自身的努力可以
减少一部分损失， 但这还远远不够， 国家和地方要尽
快出台应急性的服务业支持政策。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考验着无数企业面对突发事件

的应对能力。

当下战 “疫” 进入了关键期，

经济活力同样是关键的 “免疫力”。

面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政府部门应

该如何出招支持企业稳定经营， 企

业自身又应当怎样应对挑战， 乃至

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本期管理学

家圆桌谈， 我们邀请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的四位学者， 听一听他们对这

些问题的观点和建议。

经济活力是关键
“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