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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疫情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是显著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程度更大。我们研判，此次疫
情对经济外向度颇高的宁波，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时期，而
且受影响时间将更长。

从近日各种来自企业家的消息来看，一系列的担忧并非空穴来
风——

制造业，复工情况大大推迟，或对订单的按期交付造成影响；
服务业，尤其是餐饮酒店、会展旅游、线下批发零售等直接丧失了
春节这个假期黄金周，前期的储备投入全部打了水漂；而进出口企
业也将面临海外客户的“退单”风险。

对比2003年“非典”后宁波经济的走势，可以看到，此次疫情
造成短期冲击或许已经不可避免。

当年“非典”对宁波经济的短期影响是多部门的，主要集中在
工业、交通运输、流通消费和旅游消费服务业。

其中工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季度，增加值为196.34亿元，
环比减少21.3%。对交通运输的影响集中在第二季度，其中港口货物
吞吐量为3627.4万吨，环比减少20.5%；铁路货运262.66万吨，航
运0.24万吨，影响较小；水运在第三季度明显减少。

流通消费损失惨重，当年第二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为
1183920万元，环比减少10.63%，其中餐饮业环比减少33.34%，批
发零售贸易业环比减少7.43%。

旅游消费没有获取到季度数据，但从全年来看，2003年宁波国
内旅游人数仅1720万人次，仅同比增长7.5%，远低于2004年和
2005年的16%~17%的水平；博物馆当年参观人数为37.7万人次，
同比下降21.13%。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新型肺炎的大面积爆发，将在短期内，尤
其是一个季度内大幅度冲击宁波经济。但从“非典”时期经验来
看，如果疫情能及时控制住，那么1~2个季度后，各经济部门有望
反弹并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入境游、会展会议等行业修复耗时较
长，大致需要2~3个季度。

而放到全年甚至是3~5年的中长期来看，疫情对经济总体走势
的影响可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长期看，2003年，宁波GDP1786.85亿元，同比增长15.6%，
增速达到了“十五”时期的顶峰，其中工业增加值为892.68亿元，
同比增长15.7%。

对外贸易中，出口总量为1207370万美元，同比增长约48%，
实现大幅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215347 万元，增速
12.7%，较同期增速也有提升，批发零售和餐饮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因此，同样可以大胆预测，此次新型肺炎对宁波的长期经济走
势并不会产生大的颠覆。

当然，需要关注到，宁波现在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
2003年还是有所差别。

一是全球化的红利相对减少。2001年，中国刚刚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宁波外贸发达，对于2003年的宁波来说，
正处在国际贸易活动活跃且环境宽松的时代。但当下，国际
间竞合博弈激烈，宁波在贸易摩擦中，也一直承受着较大的
压力，外贸企业能否在疫情这一不可抗因素中处理好与上下
游国际供应商的关系，还是未知数。

二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03年，宁波经济还处在年
增长10%以上的高速发展期，短期内受到冲击后各经济部门
有能力快速调整，继续加速发展。但当下，中国经济处在大
的增速换挡，宁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无法独善其身，增速
从7%的时代下降到了6%的时代，而突发事件产生的负面影
响也会被进一步放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遇到了转型难、融
资难的问题。疫情的突然发生，在资金流动性问题上，对中
小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2003年宁波三次产业构成
为6.3∶56.9∶36.8。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65.9%。而
到了2019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上升到了54.2%，
超过第二产业，其中文化创意、旅游休闲、会议展览、教育
培训等较2003年已经实现大幅发展，并向着百亿级、千亿
级营收规模努力升级。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居民
消费结构中，教育文化、娱乐休闲活动等支出大幅上升。春
节长假本是这类活动消费的黄金时期，在疫情影响下，这几
个板块都会受到较大冲击。

不过，当下也有2003年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经济业态上，电子商务的规模已远远高于2003年，

特殊情况下，线下消费的不可实现将大量的消费人群迁移到
了线上，网络零售额可实现大幅增加。

同时畅通的平台和网络渠道也让院线、教育、办公等有
了新的渠道，在线影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可满足部分人
群的工作和生活消费需求，新经济的优势和支撑作用进一步
凸显，且有望在下一步出现更多的产业机遇。

而在政府治理能力上，医疗技术的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都让疫情管理、社会管理相对更有序，帮助中国尽
快走出特殊时期，也有助于宁波更快地恢复经济秩序。

还有一个区别于2003年的情况是，如今，中国已经发
展成超大规模经济体，不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已经在世界供
应链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
中国。宁波同时作为制造业和外贸大市，实体产业基础良
好，与世界供应链体系关系紧密，应对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
响，理应比2003年时底气更足。

由于缺乏一手数据，针对疫情的影响，目前仍只能以定
性分析和判断分析为主。对此，东南财金正联合国研经济研
究院东海分院开展企业问卷调查，希望能够更加准确地解析
新型肺炎对经济的影响、研判经济形势、提出政策措施建
议。

稳经济、稳民生、稳消费才能最终稳人心，期待企业家
和创业者积极反馈相关情况，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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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宁波工业增加值（亿元）

2003年宁波港口货物吞吐量（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