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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疫情经济具有超级不确定性预期、结构性非对称冲击

和常规政策无效等特征。面对疫情和后疫情形势，广东经济、社会目

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受内外双向和需求、供给、物价以及就业等多重

压力。鉴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做好以下应对工作：第一、出台战

略性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保障供给，化解失业，防范疫情致贫。第

二、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减税降费，依靠市场，启动民间，应对疫情

对经济的结构性冲击。第三、以进口促出口，以资本项促经常项，以

开放应对保护，主动适应对等竞争，应对国际经济的不对称冲击。第

四、严防输入性病例和内部疫情反复，做好疫情长期化准备，通过政

府政策引导发展线上第三产业。

随着湖北新增病例接近归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渐进近尾

声。广东作为受此次疫情影响最重的地区之一，本地疫情到了扫尾阶

段，工厂迅速复工，酒店依次开门，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加紧落实，

社会生活正在步入正轨。但是，疫情对广东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生

活的冲击远远没有结束，有些冲击或者刚刚开始，加上欧美疫情蔓延，

新冠肺炎进入全球扩散的阶段，广东经济、社会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将

持续面临严峻形势，需要政府部门未雨绸缪，早做预案，提前布局。

一、疫情对经济的结构性不对称冲击

疫情冲击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冲击，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问

题。经典的经济学是建立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景下的经济分析，但是，

疫情几乎改变了所有外部条件，特别是改变了人的行为方式，改变社

会的运行方式，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疫情经济有许多始料未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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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超级的不确定性预期。新冠病毒是一个多变的，难以判定的

新型病毒，没有一种确定的治疗模式，没有一种确定的传播模式，对

人们的心理产生强大的冲击，导致超级的不确定性预期。疫情在全球

的突然蔓延和国际市场的动荡说明了这一点。

2、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结构性的。疫情之下，经济问题不再是

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有些产业突然陷入绝境，而有些产业（比

如医药）出现突然超级需求，但是，这种变化都是绝对的，刚性的，

是对原来的结构的全面冲击，没有回旋的空间。

3、疫情的冲击是不对称的。既有需求过度的问题，又有需求不

足的问题，对应供给也是同样；既有通胀威胁，又有通缩压力；既有

就业萎缩的问题，又有人工紧缺的问题，既有消费停顿问题，又有非

理性消费问题。疫情之下，整个既有的供需匹配，价格信号出现断裂。

4、政府和和市场的功能出现对立。宏观上看，疫情之下，统一

行动的要求呼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管制似乎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但

是微观上看，市场，或者民间的有效运作才是效率最终的落脚点，发

挥市场和民间作用才能够更好的应对疫情。政府和市场互相挤出，加

深了社会矛盾。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受限。过去，对于经济遇到的问题

无非是需求冲击，或者是供给冲击，不论是哪一种冲击，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或者产业政策都能够有效，或者部分有效解决问题。但是

疫情之下，由于社会主体——人的行为发生突变，这些政策都可能一

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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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之下，广东经济正在经受种种考验

广东是国内除湖北之外疫情最严重的省份。根据受疫情影响的程

度，从全国公布的数据推测，广东 1-2月份的经济表现应该在全国水

平之下，外贸进出口、第二、三产业、投资的收缩程度可想而知，物

价上涨、就业问题不容乐观。目前，境外疫情加重，疫情周期比预想

的更长，对高度外向型的广东经济的影响势必长期化、复杂化。广东

经济正在经受持续考验。

1、广东经济面临巨大的外部冲击。由于疫情或可引发全球经济

衰退以及中美关系新的不稳定等因素，广东出口受到强烈的需求冲击，

前两季度出口增长率可能大幅下滑。进口受到国外供给冲击同样可能

大幅下滑，这对广东依靠外部产业链配套的高端制造业造成巨大影响，

有可能导致复工不能复产的严重局面。另外，受疫情影响，广东引进

外资和企业走出去也将受到全面冲击。

2、广东经济面临内部的结构性冲击。疫情对广东经济形成结构

性巨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市场

结构的全面冲击。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异常转换，导致供给无法迅速满

足；产业结构形成临时的扭曲，导致过剩和不足问题双双突出；投资

结构出现突变，导致旧模式失效，新模式无法启动。比如，以 5G为

代表的新基建的非（或低）公共性特征致使财政政策难以有效介入。

另外由于疫情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市场的空间结构发生改变，导致新

的供需矛盾产生。

3、广东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和民生急难问题的不对称冲击。物价

发生非对称的变动，通货膨胀和通缩紧缩并存；就业在总量萎缩的情



5

况下发生结构变化；疫情引发疾病和就业问题，社会边缘有可能出现

一批新的贫困人口；由于疫情造成市场分割，菜篮子和米袋子或将重

新成为困扰政府的民生问题。上述冲击市场不可能快速解决，或者不

能以公平的方式解决，引发政府功能与市场效率冲突，或者政府资源

难以迅速到位等问题。

4、疫情有可能长期化造成的不确定冲击。首先、疫情什么时候

结束尚没有确切时间。疫情的全球化正在发展，还没有出现拐点，结

束之期无法预料。其次、国内，省内疫情虽然接近尾声，但是输入型

病例和零星门诊病例的出现是否引发疫情反复没有 100%的把握。其

三、所谓的病毒长期化之说是否成为事实现在没有定论。这些因素一

个方面导致市场对未来的预期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全面影响人

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另外一旦病毒长期化，需要政府和市场长

期改变以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对广东经济、社会既造成当期冲击，也

造成未来冲击。

三、立足当前疫情，应对长远经济问题的政策建议

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外部冲击，对广东形

成全方位、结构性、非对称冲击。广东省政府应该在《复工复产 20

条》和《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若干

措施》的基础上，根据疫情经济的新特点和广东经济面临的四大冲击，

树立应对疫情经济的新思维，立足当前，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的长远

冲击。

1、树立疫情经济新思维，用新的理念和思路应对当前疫情

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结构性不对称冲击，政府要重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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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政功能和市场功能，转变工作思路，调整政策方向、政策目标和

政策内容，戒除数量偏好，以结构性应对结构性，以不对称应对不对

称，一方面，积极用政府功能解决新的公共性问题，另一方面，坚定

地发挥市场作用，解决企业面临的困境。

2、出台整体方案，解决疫情引发的新的民生问题

第一、鉴于疫情以及后疫情可能造成的市场分割性，建立包括米

袋子，菜篮子在内的战略性民生保障体系。

第二、根绝疫情对就业的不对称冲击，在千方百计拓展就业门路

的基础上，劳动部门建立旨在解决结构性失业的职业转换培训体系。

第三、针对疫情造成的新的困难群体，通过扩大失业保障和低收

入保障范围，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可以考虑对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

补贴。

3、通过结构性政策措施应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冲击

第一、大幅度地运用减税降费政策帮助民营经济，特别小微企业

渡过难关。以差别政策，根据疫情冲击的大小，对不同行业实行差别

税费减免政策。

第二、发挥市场作用，适度容忍价格波动，最大限度地让企业通

过响应价格机制组织生产。

第三、对于新基建投入，以公共性为导向，政府引导，企业主导，

最大限度地启动民间投资。最大限度避免以旧基建刺激经济。

第四、借助疫情对居家办公市场的巨大需求，出台相关产业配套

措施和政策，超前性建立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远程办公体系。

4、从长远出发，应对疫情等引发的全球经济调整对广东经济的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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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针对

境外疫情发展，组织生产，抢占疫情造成的需求市场，巩固广东在全

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第二、应对疫情之后进一步的逆全球化风险，继续加大力度开拓

非洲市场，南美市场，以填补欧美市场萎缩造成的需求空缺。

第三、继续以加速开放市场的政策破除美国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

义，以进口促出口，以资本项目促经常项目，建立广东外贸、外资新

格局。

第四、针对中美贸易战遇到的问题，全面调整产业政策和外贸政

策，主动适应对等条件下的国际市场竞争。

5、立足当前，做好应对疫情长期化的准备

第一、在海外华人自由入关的前提下，做好严格的防范措施，组

织充足资源，坚决把输入性病例置于可控之下。

第二、密切监控复工造成的人口流动，对已治愈病例进行长期跟

踪，高度警惕偶发门诊病例，防范内部疫情死灰复燃。

第三、针对疫情可能长期化，病毒可能一般化的风险，以居家办

公，线上餐饮，线上娱乐等为主，通过财政等政策鼓励，使之长期化，

常规化，成为新的工作、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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