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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次异常严峻的考验。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数人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

平凡工作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的成就，书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1 月 23 日，“九省通衢”武汉停运公共交通、暂时关闭离汉通道，昔日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一夜之间按下暂停键；农历除夕，陆

军军医大学援鄂医护人员连夜集结，在飞机宽大的机翼下拍下合影，每个人脸上都如此坚毅；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昼夜不

息，白天车来人往、入夜灯火通明，病房如魔术般拔地而起……

各行各业、千千万万个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奋斗者，聚涓滴之力，护山河无恙。疫情当前，有人远征前线，也有人守护家园；有临危

不惧、挺身而出的英雄，也有默默无闻、点滴奉献的身边好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亿万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筑起了一道抗击

疫情的钢铁长城，铸就了一座令人瞩目的精神丰碑。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更大范围的扩散，新病毒的巨大杀伤力引发世人聚焦。每个人的命运，总

与时代大浪交织，我们每个人，也始终逃不开地心引力。 疫情之下，很多行业受到了冲击，那么影响最大的 10 大行业与 10 大职业又

是哪些？让我们试着一起讨论和思考。

2020 年，一只叫作“新型冠状病毒“的黑天鹅扑面而来，就像开启了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用一只黑暗之手，撕开了 2020 的大门。

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2020 抗“疫”战，疫情下的行业众生相
文 / 王亚龙  总裁办



电影行业 :

每一年的贺岁档，都是神仙打架的场面，整个贺岁档在全年票

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仅在 2019 年就占到全年总收入 642.66 亿

的 9%。但今年，并不乐观。2020 年的这场疫情，不仅威胁着我们

的健康，对于本就处于寒冬多时的中国影视市场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或许，我们都欠着 2020 年，一张电影票。

餐饮行业：

民以食为天。作为满足“衣食住行“的基础需求的行业，一

个天字，尽显餐饮行业的重要性。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

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今年，繁忙的年夜饭消停了，本该是最热闹

的餐厅，现在却基本上空无一人。最近，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一

席话，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也道出了企业的成本窘境和经营

难题。

这个春节，十几亿国人被迫宅在家中，没有了人情往来，没有了

亲朋相聚，自然没有了觥筹交错。更糟的是，许多原定的婚宴和

商务往来也被取消，大量餐厅饭馆停止营业，一层层传导之下，

餐饮行业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交通运输行业：

03 年的非典，虽然也受影响，但却没有大规模的隔离防控。

眼下，为了避免自身感染，降低与传染源接触的概率，各地纷纷

对人口流动实施严格控制。人们也减少外出旅游、探亲等活动，

全国的高铁、水路、公路、航空运输客流都出现显著下降，为了

支持疫情，多家企业实行退票免费，相关企业均有损失。

很多地方已经实施“隔离”措施，不少疫情严重的城市甚至直接

“封城”，交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零售行业：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通过空气、飞沫传染的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这使得人口聚集型的服务类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

最典型的便是零售行业。另一方面，零售行业其实也是国家应对

重大灾难的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如何发挥好社区商业的便利性、

亲民性，在非常时期起到食品供应、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的

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旅游行业：

相比其它行业来说，旅游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更敏感的行业。

换句话说，旅游行业是一个可选消费项目，是大家在满足了基本

的生活需求之后的服务延伸与扩展。

与旅游相关的景区服务、酒店分包、机票分包等行业，也都呈现

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17 年前的非典，旅游行业也是

率先恢复的行业之一，这一次，我们也期待着旅游业尽早解冻，

再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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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为了防范疫情扩散，全国春节假期延长 3 天，湖北省的开工时间不早于 2 月 13 日，部分省市复工时间进一步推迟一周，这使得

制造业的经营节奏被打乱。春节假期结束后，各地可能面临“用工荒”的问题，同时，消费需求减少，部分经济活动中断，工人返城

和工厂复工时间不统一，也会对组织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原油和大宗商品：

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导致市场避险情绪明显上升，恐慌指数一度飙。随着疫情的暴发、扩散和蔓延，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

国际原油价格迅速下跌，布伦特原油一度跌到了每桶 60 美元下方。在疫情影响下，商品之王原油和金属之王铜，都出现了持续的杀跌。

同时，交通运输受阻，将对国内原油及成品油的消费产生一定的压力。对于国际原油市场因中国疫情而持跌的情况，据报道，投资银

行巴克莱表示，市场反应可能过度了，与 2003 年 SARS 爆发相比，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不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政府采取

了措施。

出口行业：

我国是全球商品出口的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在全球链条中举足轻重，出口作为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牵一发动全身。出口的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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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来自海外，而生产在国内。此次，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意味着该事件“严重、

突然、不同寻常、意料之外”，作为国际经贸往来的钮带，出口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

同时，部分国家或许会考虑减少或暂停与疫情相关的商品的进口，而节后由于部分劳务输出大省的工人无法按时返乡，一些出口

型企业原有的出口订单或许还将按期交货，工人的工资还得照发，这也对企业的运营提出了新的挑战。

地产业：

1 月 26 日晚间，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紧急向会员单位并全行业发出号召，暂时停止售楼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行恢复。由于疫

情带来的连锁冲击，短期之内，整体经济发展减缓，人们的收入降低，对房价的预期也同步降低。

人们买房是为了生活而美好，但却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看房。当人们不再看房，不再买房，成交就会不复存在。再叠加上目前“房

住不炒”的整体调控政策，地产业的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不断降低，会让房价上涨幅度有限，也有利于房价稳定。

银行业：

与 2003 年相比，我国的经济总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整个经济系统对抗风险以及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远胜于以往。但当下的

时点上，宏观经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冲击，一方面，我们处于经济新旧动能切换的档口，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新的产业去承载

新的发展动力。

一方面，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我们的地产、汽车、基建、公路等行业的建设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基于投资拉动的链条，其全要素生产率

也处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区间。同时，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货币政策、财



8

雅
昌
战
疫

政政策，去平滑经济和企业运营的剧烈波动。企业是民生之本，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家庭，相信政府不会坐视不管，会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经济，

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企业缓解融资压力，降低资本成本，并鼓励各级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向实体经济

投放融资，减经企业因疫情冲击带来的经营压力。其次，财政政策可以相机决策，除了支持抗疫所需的财力外，还可以定向针对那些受到疫

情明显负面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减免税收，帮助中小型企业渡过难关。

再者，政府可以鼓励并提倡基于线上场景的网络消费，既可以支持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化解疫情、实时转换商业模式、满足新的消

费需求来创造缓冲空间。最后，政府可以为受疫情影响的城市失业人员、农民等提供临时性的生活补贴，以及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

不破不立，疫情影响下存在机遇的 10 大职业：

“ 一切终将过去，在普遍的恐慌中，新的职业机会也在悄然来临 ”悲观者看到问题，乐观者总在问题中寻找机会。　　

疫情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从短期来看，疫情冲击着包括 10 大行业在内许多职场人，然而不破不立，疫情也对未来的商业模式和行

业趋势产生影响，只要有需求存在，就一定会有满足需求的新的商业形式。商业世界的迭代与变革，永无止境。

 

医生和智能诊疗从业人员：

大疫当前，争分夺秒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和

护士成为新时代的英雄，承担着救死扶伤的使

命，为每个家庭带来希望。为了提高“抗”疫

能力，人们开始关注大众防护、医用防护耗材、

疫苗、诊断检测、抗病毒药物、中药、糖皮质

激素等物资，也更关注医生的建议和整个医护

群体。

可以肯定，经过这一次疫情，中国的医疗

体系的改革会被加速推动，各地医疗人员的互

动、资源的复用、互联网的参与、民间力量的

介入，将带来全新的面貌。

在线教育从业者：

疫情之下“停课不停学”，在线教育行业成为新型冠状病毒下最美“逆行”行业。1 月 27 日晚，教育部发布《关于 2020 年春季学

期延期开学的通知》，要求部属各高等学校、地方所属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等适当推迟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同时，多地暂停线下培

训活动，并鼓励尽可能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

居家隔离和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使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在线教育及培训的形式得到更好的配置，学生可以线上补课，在职人员可以线

上提升职业技能或备考认证，或许像 2003 年非典后的电商行业一样，在线教育及培训的从业者会迎来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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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及数据分析从业人员：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人口达到千万级别，而且是九省通衢，在春运期间被封城，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罕见事件。如果

每个人的数据都能被准确定位和追踪，对于疫情的整体防控，无疑将产生巨大的价值。

火热的职业需求之下，一技傍身永远是最硬核的。未来，各个行业的工作底层逻辑也越来越有“数据分析”的范式，没有数据运

营理念的企业，无疑将会被后浪拍打到沙滩上，而考取 CDA 数据分析师证书，则成为了职场人士提高职业竞争力、为未来储备电能

的极佳方式。

无人零售、无人餐饮、机器人快递从业人员：

在整个疫情之中，我们尽量避免人与人的传播。病毒巨大的传染性，也让我们更加希望通过“无人”服务，来极大的中断传染的媒介，

得到更加安全和省心的优质服务。

远程办公、家庭办公及视频会议从业人员：

人们虽被疫情隔离在家里，但工作和生活却要继续。社会越发达，人的独立性就越强，尽管窗外疫情肆虐，大家却可以通过多人协作任

务管理工具、远程办公软件、家用办公设备及视频电话会议等等，从容不迫的组织起工作。轻轻一按鼠标，无纸化的办公更具效率。通过在

线办公，企业也可以灵活的根据项目组织和调配全行业最合适的人员，实现最有价值的链接和对接。

健身及保健类从业人员：

疫情让我们有更多机会直面生死，直面健康。健康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重大灾难和重大事件的折射下，在我们静默在

京东配送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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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映衬下，一切显得那么可贵。我们也曾经那

般热烈的讨论过 996 的问题，但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反诸自

身、洞察己心。

公共事务应急管理及社区网格化管理从业人员：

从部落、社区到城市，特大城市的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一

直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在经历着的命题。当高密度的人口，遇到公

共危机的考验，公共事务管理的反馈和监管机制，以及应急机制，

社区网格化管理等，都突显了很多新的问题。然而，有问题的存

在的地方，就有新的机会与场景，与问题共舞，我们最终才能“长

袖擅舞”。

心理医生及私人医生：

疫情打乱了春节本是最详和、最幸福的时光，可以想像的是，

尽管疫情过去，经历过疫情的医护人员、疑似感染者、长期宅家

的普通人、部分特殊行业的工作者，也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缓冲

和过度期。而疫情过后，人们逐步回归现代社会的高压力与快节

奏，在疫情的“创伤”之下，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内心，也会对心

理医生及私人医生产生更多的需求。

短视频、直播及 VR、AR、线上娱乐从业者：

徐峥的《囧妈》退出春节的影院档，与今日头条签约进行线上

免费投放，看似是一个应急事件，其实背后折射着线上娱乐对线下

娱乐的替代。另一方面，4K 高清与 5G 时代的到来，传统线下院

线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吸引用户，更高效地提高线下

观影的体验，如何与人们的手机、智能电视等小屏幕竞争，也成为

摆在线下影院面前的一道难题。

上门服务、同城跑腿、订制服务从业者：

未来，当我们需要清洁、需要保姆、需要护工，需要蔬菜配送，

我们可以更多的考虑上门服务与订制。尽管缺少了面对面的亲密与

社交感，但对于整体的效率提升，以及实现个性化的需求来说，都

是非常值得尝试的方式。

我们相信，在未来，各种新型技术会不断应用在如何更好地服

务 14 亿人口上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经济

技术动力，也会爆发出更大的威力，以其澎湃动力，更好地服务于

实体经验，深刻的改变着我们的商业、企业与产业。

文章节选自《人民日报评论部》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