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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内蒙古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这

只“黑天鹅”对举国上下的公共

治理、应急能力和生活秩序都形

成了极大挑战，疫情的突发和传

播，已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内蒙古

经济社会发展。2020 年是内蒙古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三大攻

坚战的收官之年，在这一特殊的

时间关口，需要尽快控制疫情蔓

延，同时深入研判新冠肺炎疫情

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

远影响，采取及时而又精准的应

对措施，通过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凝聚人心，提振信心，

做好“六稳”工作，减轻经济下

行压力，避免内蒙古经济长期向

好的发展势头因为疫情而出现大

的拐点。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内蒙

古产业发展的影响

（一）短期内对餐饮住宿、

文化娱乐、商贸、交通物流等服

务业行业产生较大冲击

疫情爆发和防控正值我国

传统农历新年，受疫情影响，春

节假期延长、人员流动受限、各

地延迟复工，从大中城市到小城

镇，几乎所有的商场、酒店、电

影院在近一个月的旺季内都处于

关门歇业状态，给相关企业的生

产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对内蒙古经济的短期冲击不可避

免。消费需求短期内下滑，给餐

饮住宿、文化娱乐、交通物流等

服务行业造成明显影响，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市场主体特别是线下

实体企业面临着较大生存压力。

从细分行业看，一是交通运

输业短期内运量下降明显。除夕

之后随着部分客运班线停运，公

路客运量持续下降。铁路方面，

除夕之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

紧，全区铁路客运量较去年同期

下降明显。 二是短期内餐饮业

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春节是餐饮

行业的旺季，春节期间的营业收

入约占全年的 25-30%，受疫情

影响断崖式下降，据了解，西贝

400 家线下门店春节期间基本停

业，只保留 100 多家外卖业务，

预计春节前后一个月营业收入损

失达 7 亿元左右。三是线下文化

娱乐业受损严重。电影院线遇

阶段性停滞，春节档影片全部撤

档，对票房收入增长产生了较大

负面影响。四是传统商贸零售业

承受的冲击较大。受疫情防控

期间限制居民出行、聚会等措施

的影响，除食品饮料等刚需产品

相对稳定和医护用品需求量倍增

外，线下门店珠宝、服装等消费

品波动较大。

从对一季度全区经济增长速

度的影响程度看，由于第三产业

在全区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已达到 50% 以上，餐饮住宿、文

化娱乐、商贸、交通物流等行业

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较高，综合

分析，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

影响，预计第一季度服务业的增

长速度将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进而影响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针对受疫情 影响、生产 经

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的实际情

况，自治区政府及时发布并实施

了《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摘   要 ：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内蒙古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商贸、交通物流等服务业行业产

生较大冲击 ；长期看，新冠肺炎疫情有望催生产业变革，危机中蕴藏着新机遇。减轻疫情对内蒙古产业

发展的影响，需要我们科学判断、精准施策，既要立足解决当前紧迫的现实问题，采取更加精准的帮扶

政策，帮助面临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又要着眼长远的高质量发展，顺应产业发

展新趋势，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努力化危为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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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措施》，在审批服务、金融

资金、减轻负担等方面加大了对

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的好转、支持政策的落

地见效、居民刚性需求的不断释

放，上述行业的发展将逐步好转。

（二）长期看新冠肺炎疫情

有望催生产业变革，危机中蕴藏

着新机遇

春节假期延长、人员流动受

限、各地延迟复工，疫情对内蒙

古经济的短期冲击不可避免，将

给社会经济各方面带来巨大的变

化。但随着时间的延长，疫情冲

击将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终究还

要回到原有的轨迹，长期向好的

根本趋势不会改变。经过此次

疫情，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

向大众生活、企业经营、政府管

理、教育培训等各个领域渗透和

扩展，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居

家办公、虚拟会务 / 商务、线上

教学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将迎来新

一轮快速发展。通过此次疫情

防控阻击战，政府治理能力将有

较大提升，生产生活业态将朝着

智能化、线上化发展，风险中孕

育新机遇，或将催生出一批新业

态，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是 5G 相关产业会呈倍速

增长。在 5G 技术的推动下，各

产业都会发生变化。在具体产业

方面，体现为智慧城市、交通管

理、医疗体系、农牧业供应链、

物流效率、应急灾备、信息溯源

等 ；在产业链方面，体现为整个

社会治理体系的科技能力升级，

包括更全面的数据化、智能化，

更大范围的系统平台，甚至具备

人工智能的灾备预测等。二是线

上商业进一步成为主流。“线上

购物”将加速替代“线下购物”，

同时，无人零售、无人餐饮、无

人机配送等高科技行业会强势

崛起。三是大健康产业将进一步

快速发展。疫情过后，健康将成

为全民更加关注的事情。医药健

康、养生保健行业将保持高速增

长势头，居民消费或将更多倾向

于购买健康。四是农畜产品、食

品的品质化、食品营养精准化趋

势进一步强化。食品质量的可追

溯性不断增强。农业农村部推

行的农产品的合格证制度、部分

区域试行的身份证制有望得到

强化。五是生产制造智能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力成本的提

高，无人车间将大量产生。六是

服务业呈现品牌化趋势。“线上

行为替代”将成为主流，餐饮、

娱乐、教育等行业都将更加线上

化、品牌化。为此，有关方面的

专家预言，这次疫情可能会是我

国经济升级的一个新起点，是我

国下一个十年产业经济升级与转

型发展的契机。

二、应对措施

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

影响，需要我们科学判断、精准

施策，既要立足解决当前紧迫的

现实问题，采取更加精准的帮扶

政策，帮助面临困难的企业渡过

难关，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又

要着眼长远的高质量发展，顺应

产业发展新趋势，在危机中发现

机会，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努

力化危为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一）科学推进企业有序复

工生产

在 疫情防 控的关 键时期，

科学推进各类企业安全有序复

工复产，是统筹打好疫情阻击战

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

的关键，要加快 推动保障疫情

防控、能源供给、交通物流、城

市运行、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及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复工

复产。一是成立 应对疫情公共

治理委员会。定期对疫情进行专

业判断并调整应对级别，鼓励有

条件复工的盟市、行业和企业强

化安全保障措施，在不导致疫

情蔓延、做 好防护的前提下复

工复产。二是加强对复工复产企

业的帮扶。进一步加大政策帮扶

力度，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有关政

策，包括加大企业帮扶力度、依

法缓缴减免税款、缓交免收相

关费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支

持稳岗就业、减免租金、场地占

用费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持

续优化生产经营环境等等。强

化服务帮扶，全面加强智慧政务

建设，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办、掌上办、指尖办”，便利企

业网上办事 ；支持不能及时返岗

员工在线培训 ；鼓励企业化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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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快 5G、机器人等新技术

快速应用，推动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发布企业复工复

产操作指南，制定统一的复工复

产企业防疫标准和实施流程，压

实企业内部落实防控措施责任。

指导企业开工前集中病毒消杀、

开工中加强防疫管理，并制定疫

情处置预案。

（二）稳妥推进重大工程项

目策划和建设

突出战略 性和 前瞻 性，围

绕 5G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通 信 网

络、自然灾害防治、市政管网、

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农村公

路等重大工程项目，强化逆周期

调节，稳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围绕 2020 年自治区重大项目，

适时组织开展“集中开工月”活

动，营造抓项目促投资的浓厚氛

围，以加强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

做好“六稳”工作。对于一些不

受疫情影响的项目建设，要做实

做好前期工作，提前布局谋划，

可以谋 划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

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

完善基础设施。改革创新审批方

式，鼓励探索“虚拟审批”“容

缺审批”模式，在依法合规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缩短审批时限，确

保疫情过后一批重点项目立即复

工复产。

（三）加快实施灵活的稳就

业政策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期的到

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

将不断凸显，就业难与用工荒相

互交织，使稳就业工作面临更加

严峻的考验。在加大援企稳岗力

度的同时，需要不断创新就业服

务方式，大力倡导“互联网 + 就

业服务”新模式，加强与大型招

聘平台的合作，鼓励倡导用人单

位采取线上职位发布、线上双选

会、语音视频面试等线上模式开

展招聘工作。同时，积极协助企

业招工，利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及时发布企业招工、复工及就业

动态数据图等 信息，促 进劳动

者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做好职

业培训，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开

展远程培训、职业指导、职业介

绍，针对疫情稳定后可能产生的

就业需求反弹，开展事先培训。

积极开发新的就业岗位，根据社

会生活恢复正常和企业生产经营

复苏发展的需要，大力实施再就

业扶持政策，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下岗

失业人员再就业创造更多岗位和

机会。

（四）积极培育和壮大新的

经济增长点

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一些行

业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未必

不是行业整合、升级的一 个时

机。内蒙古需要努力化危为机，

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特别

是短板，以更大力度、更加精准

的措施补短板、强弱项，培育和

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适应 5G、智能网联

汽车、量子通信、电子商务、在

线医疗、远程教育等产业发展需

求，大力发展办公自动化、人工

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

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积

极布局 5G 通信应用和大数据、

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

业。推动智能化改造，在高危行

业、高强度生产环节推行机器换

人。同时，加快构建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

基础设施，支撑产业及社会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

（五）着力加强重大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后的应

急管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终极考验。既为内蒙古在公共

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敲响了警钟，

同时也对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拷

问——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到底

能不能应急？为此，内蒙古需要

未雨绸缪，在“十四五”期间作

为“三个重大”的重要内容加快

谋划，尽快建立 “社区防控、集

中隔离、医院救治”三级联防体

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重大公

共卫生应急体系之间的良性联动

机制。一方面，加快构建全覆盖

的信息管理体系，全链路打通物

流、快递、信息平台、大数据等

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加强具备

应急功能的技术和战略的储备，

为社会进入紧急状态提供关键技

术备份和支持。

(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发

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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