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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二）疫情对服务业冲击最严重

第三产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产业，餐饮、旅游、影院是每
年春节消费的重头。但由于本次疫情的影响，这些消费行业基本上
处于停滞状态。按去年春节宁波市旅游总收入48.42亿元测算，今年
宁波春节旅游市场直接损失至少50亿元。

1.文旅行业：此次疫情影响已远远超过“非典”时期，现金流
将成为整个行业的生死线。一批中小企业可能支撑不到行业的整体
恢复，整个行业面临相对痛苦的恢复阶段。疫情带来的马太效应，
产生“强者恒强”。春节期间，浙江飞扬旅游、浙江青旅旅业、浙江
达人旅业等企业，利用原先积累的客户资源和OTA线上平台，销售
农特产品自救，历劫重生。但大量旅行社、中小餐饮企业、影院、
书店、娱乐、美容、休闲场所，从春节以来至今颗粒无收。

2.实体零售业：实体零售业受到的打击非常大。受疫情冲击，
面临大量的库存积压。疫情过后，只能低价甩卖，亏损巨大。店
租、员工工资将拖垮一批实体门店。而实体零售业的压力会逐渐往
上游传递到生产及原料供应商。

我们预测：如果疫情在中期得到控制（3月底左右出现拐点，半
年直接影响，半年间接影响），按底线思维影响服务业2个百分点预
测，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则下滑100多亿元。

（三）未来一个月是产业修复的黄金期

我们判断，未来一个月将是经济修复的黄金期，也是众多企业
生死赛跑的生命期。从宁波的产业结构出发，有两个主要问题值得
警惕：

一是针对制造业，问题在于供应链中断，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
产还需要一段时间。困难体现在：

1.宁波供应链本土化程度不强，上下游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企
业处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区域，恢复生产时间不同，短时间内能够恢
复匹配难度极大。

2.人为阻隔要素流动，宁波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安徽、江西、贵
州、四川、河南等地居多，目前返程困难或需要居家隔离观察。

3.企业防控符合隔离条件的资源紧缺，防控物资如口罩缺口极
大，影响复工进度。

二是针对外贸出口，问题在于海外市场信心不足，第三国替代
风险上升。困难体现在：

新冠肺炎疫情
对宁波产业经济的

影响分析A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
阶段。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精准施策，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为国家
高端智库的分支机构，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有的放矢提
出建议措施，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库力量。

（一）疫情对宁波“246”产业影响总体可控

打造“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事关宁波发展的战略定力
和城市实力。为进一步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宁波产业发展的影
响，我们重点对“246”产业做了分析。总体情况如下：

1.绿色石化：得益于宁波本土产业生态完整，受疫情影响
程度相对较小。目前，宁波石化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有重要
地位的有：乙烯、芳烃、汽油、柴油、尿素等，石化总产值占
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因石化是连续生产型行业，
随着下游行业产能恢复，镇海炼化、逸盛石化、万华化学（宁
波）等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走出疫情影响。

2.汽车及零部件：全球供应链风险可控。目前，宁波地区
总共有50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多数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
如均胜电子、华翔股份、华纳圣龙、爱柯迪、旭升股份等企业
均有全球化业务布局，可灵活调配产能实现当地供给。但是，
国内供应链已受到影响，产能停滞风险已经传导至宁波。但对
吉利汽车、上海大众汽车宁波公司等整车企业来说，风险主要
来自上游中小供应商的恢复能力。

3.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关键基础件、新材料：进口原材
料难以保障，且会受下游需求抑制影响。海天塑机、舜宇、激
智科技、长阳科技、惠之星、公牛、兴业盛泰、东方电缆、韵
升、天安电气等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布广泛，集聚地域除浙
江外，也有广东、江苏、河南、湖北等省，以及日本、韩国、
新加坡、美国、德国等国，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4.智能家电、纺织服装、文体用品企业：得益于宁波本土
产业生态完整，产能分布广、生产能力强、可替代性高等，供
应链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奥克斯、方太、雅戈尔、太平鸟、罗
蒙、申洲针织、博洋、狮丹努、爱伊美、广博、得力、贝发等
企业，更多影响来源于消费需求侧问题。

5.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作为疫情重点保障行业，生物医药
以及相关的医疗器械、传统医药防护生产企业产能提升。美康生
物、康达洲际、宁波医药等企业的产值、销售额在大幅上升。

6.软件：部分软件企业得益于疫情防控的数字化，受疫情
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不少因为客户业务停顿，冲击较大。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246”产业冲击源于两个维度：从供
给层面分析，由于交通运输限制，中游产业供给收缩，带来下
游产业的被动收缩，以及行业劳动密集属性和可替代性等因素
也导致了供给不足。从需求层面分析，下游需求减弱，使得中
游上游连续生产型企业存在库存积压风险。若疫情影响物流运
输3个月，导致部分产业供应链不全。按1至2个百分点测算，
今年“246”产业工业增加值则下滑30亿元至60亿元。

疫情对宁波产业经济影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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