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大汇丰宏观研究 

2020 年 4 月 16 日 

北大汇丰进出口企业调查研究 

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摘要：海外疫情持续恶化不仅降低了外需，也从供应链和物流方面影响到中国

的进出口。调研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企业不仅春节以来订单大幅下降，并且 4

月环比 3 月依然大幅下滑。除需求和上下游企业延迟交付或接收订单外，境外

物流受阻也降低了进出口增速。大部分进出口企业均预期订单到下半年甚至明

年后才能恢复，并且对出口的预期比进口更差。企业主要通过贷款和现有股东

补充资金来缓解现金流压力，并通过拓展新获客渠道、拓展新产品或业务转型

等方式来减少损失。目前企业已经获得的政府支持主要是缓解社保和住房公积

金，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税费、社保和租金减免。企业对行业前景和自身营收

的预期整体较为悲观。 

2020 年 3 月后，国内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国外疫情则快速扩散，对

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并通过最终需求、产业链供给、物流等多个方面对我国

进出口造成影响。根据海关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出口金额 4776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3.4%，进口金额 46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净出口金额 128 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601 亿美元。为了解外贸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困难，帮助政府决策

部门制定合理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于 4 月 9 日发起了中国

进出口企业调查，并在此调查数据基础上形成了本报告。 

1、样本企业概况 

截至 4 月 14 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75 份，其中广东最多，有 50 家

（67%），其次为山东，有 6 家（8%）。企业员工人数大多在 100 人以下，其中

50 人以下占 43%，51-100 人占 20%。企业 2019 年销售收入前三大行业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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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 “纺织服装、皮革羽毛、鞋帽、伞、

箱包” 和“食品饮料、烟酒”。 2019 年销售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即统计中

的规模以上企业）的样本占 81%，销售收入在 1 亿以上的也有 45%，因此，本文

得到的结论可能更多反映了规模以上进出口企业的情形。 

图 1 样本企业 2019 年员工人数与销售额分布 

 

在样本企业中，只有出口的企业占 27%，只有进口的企业占 11%，既有进口

又有出口的企业占 62%。进口最多的来源国为美国、日本和德国。出口最多的国

家和地区为美国、德国、香港。 

2、企业进口情况 

受疫情影响，内外需均大幅下降，叠加物流受阻和供给方供货问题等因素，

企业进口大幅下降。在样本企业中，约有 37%的企业进口依赖程度较小（进口比

例 20%以下），但也有近 17%的企业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进口比例在 80%以上）。

自春节以来，85%的企业进口减少，43%的企业减少 50%以上。其中，在仅有的

5 家“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设备制造”企业中，有 4 家均减少 50%以上。为考察

最新的进口变动情况，我们咨询了 4 月进口比 3 月变动的情况，回答继续减少的

企业仍有 70%，继续减少 50%以上的企业近 30%。但利好的情形也在出现，由于

生产的恢复，4 月计划进口比 3 月增加的企业也在增多，有两家“医疗用品及药

物制造”企业进口增长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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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春节以来进口变动幅度和企业比例 

 

图 3  4 月比 3 月进口变动幅度和企业比例 

 

对于进口订单何时恢复，33%的企业无法判断，39%的企业认为要到下半年

或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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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预计进口何时恢复 

 

对于进口下降原因，排名前三的选择分别是：需求下降，公司减少进口（63%）、

疫情导致出口方无法按时供货（44%）、境外物流受阻（31%）。 

图 5 进口下降原因选择比例 

 

3、企业出口情况 

由于国内复工复产延迟、物流受阻，以及外需大幅下降，企业出口大幅下跌。

在样本企业中，约有 45%的企业产品几乎全部用于出口（2019 年出口销售收入

占总营收比例在 80%以上），这类企业受疫情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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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数据显示，自春节以来，80%的企业出口均减少，其中近 50%企业减少

一半以上。为了解最新的出口情形，我们同样也询问了 4 月出口订单比 3 月的变

动情况，回答继续减少的企业占 76%，当月 40%的企业订单继续减少了 50%以上。

以上数据均显示出口形势比进口形势更为严峻，与海关统计数据的结论一致。 

与进口企业一样，同样也有企业自春节以来出口订单增加的情形，主要集中

在“医疗用品及药物制造”、“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和“化学原

料、化学制品、塑料、橡胶及制品”行业。无论是看从春节以来的订单还是 4

月比 3 月订单变动，增长 50%以上的大多为“医疗用品及药物制造”企业。 

图 6 春节以来出口变动幅度和企业比例 

 

图 7  4 月出口变动幅度和企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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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口订单何时恢复，39%的企业无法判断，45%的企业认为要到下半年

或明年。对出口恢复的预期同样低于对进口恢复的预期。 

图 8 企业预计出口何时恢复 

 

对于出口下滑原因，前三选择分别是：1、外贸订单取消（69%），2、客户

推迟收货（48%），3、国外物流受阻（48%） 

图 9 出口下降原因选择比例 

 

我们还询问了企业出口转内销的障碍，前三选择分别是：缺乏销售渠道

（46%）、竞争太激烈（35%）、国内外产品标准体系不同（33%）。以出口为主的

企业，通常是按照出口目的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因此产品的质量、尺寸，以及

生产的设备、人员配置等都和内销厂商不同。除此以外，此类厂商往往是先接到

订单和订金，然后再进行生产，在市场的了解和销售渠道上，不需要再额外投入

资源和精力。受疫情冲击外需突然大幅下降后，产品标准不同和销售渠道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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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企业难以转向内销。 

图 10 出口转内销障碍 

 

由于疫情不仅降低了国外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国外的供给，我们也设置了

相关问题，以了解这是否可能增加对国内的某些企业的需求。问卷结果显示，国

外疫情导致供给下降，有 18.5%的企业认为对自己的需求有提升，主要集中在“计

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医疗用品及药物制造”；“化学原料、

化学制品、塑料、橡胶及制品”行业。大部分企业认为需求没有提升或无法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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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国外疫情是否提升了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 

 

4、企业经营困难和应对措施 

为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困难，我们询问了企业的现金状况和经营压力。目

前，企业产能大多恢复至为 40-60%区间（占比 29%），产能恢复超过 60%的企业

占 39%，有 8%的企业产能超过 100%。对样本的所有进出口企业，账上现金有

44%能维持 6个月及以上，29%可以维持 3个月，仅可以维持 2个月以内的占 17%。

对进口为主或出口为主的企业，现金可维持时间并无显著差别。 

图 12 企业产能恢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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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账上现金可维持时间 

 

对于企业自身感受到的经营压力，最大的三项分别为：订单取消和延迟交

货（73%）、员工工资、社保、五险一金（58%）、房屋租金（42%）。 

图 14 经营压力来源 

 

企业采用了多种方式来应对现金流短期，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贷款（53%）

和依靠现有股东提供资金（37%），延迟支付货款（21%）和减员降薪（21%）

也有较多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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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企业应对现金流短缺的措施 

 

为减少损失，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的有：拓展新获客渠道(如线上)

（48%）、拓展新产品或业务转型（44%）、积极申请政府扶持（33%）。由此可

见，在“开源”和“节流”上，企业更加积极的在寻求“开源”。 

图 16 公司为减少损失采用的措施 

 

对于企业雇工和员工薪资状况，目前雇工情况和薪资无变化的居多，大幅裁

员和大幅降薪的企业比例较小。在所有样本中，有裁员或打算裁员的企业占 33%，

但大幅裁员的企业较少，超过 20%以上的企业占比不足 10%。薪资无变化的占

67%，有 25%的企业有降薪情况，大幅降薪的企业也不多，降薪 40%以上和仅

发放最低工资的企业也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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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企业裁员情况 

 

图 18 企业员工薪资变动情况 

 

在企业享受政府政策方面，前三项分别是：缓缴社保、住房公积金(52%)、

贷款利率下调（15%）、降低/减免税费（15%）。但仍有 27%的企业并未享受到

所列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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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企业享受政府政策情形 

 

在企业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政策方面，前三项分别是：降低/减免税费（58%）、

成本补贴：社保支出（53%）、成本补贴：租金支出（47%）。此外，有的企业希

望可以尽早确定相关补助政策，以便制定相应的经营决策。 

图 20 企业希望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 

 

5、企业对未来的预期 

为了解企业对整体经营环境的看法，我们询问了企业对同类企业今年经营情

况的看法，总体而言，企业预期无论是同行业还是自身全年的经营情况都将严重

恶化。认为全年同类企业会减少的样本比例占 89%，认为倒闭比例在 20%以上的

占 45%。在对本企业的全年营收预期上，认为今年全年营收会减少的企业占 74%，

有 23%的企业认为会减少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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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预期同行业企业倒闭比例 

 

图 22 预期本公司全年营收变动 

 

6、总结 

根据本次调研的情况，大部分进出口企业在今年春节以来进出口业务量均大

幅下滑，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外部需求大幅降低，此外，上游企业供给受影

响和下游客户推迟收货，以及国外的物流受阻，也是进出口下跌的重要原因。 

由于国外疫情仍在恶化，大部分企业预计进出口恢复将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明

年以后，并且对于出口的预期比进口更差。企业出口转内销面临诸多困难，最主

要的是销售渠道问题，竞争过于激烈以及国内外产品标准不一样，也是阻碍出口

转内销的主要因素。 

对于企业的经营的现状，大部分企业账上现金还比较充裕，但有 17%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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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维持时间不足两个月。企业自身感受到的经营压力主要是订单取消和延迟交货，

其次是员工的社保和房屋的租金。企业主要还是通过贷款和股东注资来解决现金

流短缺情形，大量解雇工人和大幅降薪的企业比例不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本调

查的样本企业大部分为规模以上企业，可能结果偏乐观。 

在应对损失方面，企业自身在积极寻求“开源”，试图拓宽新的销售渠道或

转型，而对政府的政策需求则是“节流”，希望政府可以减免税费、社保、租金

等支出。部分企业提出希望按人头发放补贴，以及尽早确定补贴政策，以便企业

制定相关的经营决策。 

对于整体经营预期方面，绝大多数企业预期今年同行业企业会减少，近一半

认为会减少 40%以上。约 3/4 的企业预计自身全年营收会减少，近 1/4 的企业认

为会减少一半以上。 

总体而言，虽然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企业复工复产持续恢复，但进出口企业

的订单仍在继续下降。目前调研的状况显示企业尚未出现大面积解雇和降薪情形，

但由于订单的下降和转型的困难，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较为悲观。在政策上，希望

政府可以尽早出台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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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文版权为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印、发表或引用本文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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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acroeconomy and Finance）

是经北京大学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平安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

研究机构。 

中心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兼任中心主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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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作。 

《北大汇丰月度宏观经济预测报告》是由北大汇丰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发布的月度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分析和预测报告，将于每月月初在北大汇丰宏

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网站发布。本报告利用国际前沿的实时预测（Nowcasting）

方法，结合大数据应用，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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