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旦封城结束，企业应当如何面对以减轻疫情的冲击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将会强烈冲击本来已经处在挣扎边缘的印度经济，所有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短期内影响将会达到 5%最高 50%到 70%。其影响在封城的情况下对航空业、零售业、旅游业、

酒店业尤为强烈。印度政府与中央银行已经开展了一些措施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我们希望分享

各行业如何使用这些措施来降低新冠疫情的影响。

尽管对于政策分析应该因各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异，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很多应对

方法是对多种情况都可以适用的。为了增加实用性，我们将根据各行业受到影响的强烈程度不同，

分解成 3个部分进行阐释：a)受强烈影响的行业， b)受有限影响的行业， c)受较小影响的行业。

此外，我们还将同时考虑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

A)受强烈影响的行业(航空，零售，旅游，酒店，建筑，房地产等)

 在后封城时期，这些行业的收入将会急剧下降，所以应该尽量减少成本支出。由于这些行

业都是由消费驱动的，可能复苏期会超过 1年。对于费用类支出也应该严控，例如市场推

广、行政支出、资本性支出都应该与未来市场状况相匹配；

 鉴于封城政策将会在印度逐渐解禁，各企业应该根据政策的措施制定相应的策略来重新开

始启动商业运行。对于那些收入来自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更要严密关注新冠疫情的全

球动向，防止重新启动运行后现金流出现困难，并应及时评估相应的风险水平；

 对于一些行业，居家办公成为一种可行性的选择，对于某些非核心工作岗位尤为适用，既

可以远程完成工作又能做到工作质量不打折扣，同时在这过渡时期，居家办公还能帮助减

少费用支出。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是最佳的选择；

 广泛应用新科技技术将会有效减少诸如差旅、办公等费用。这同时适用于初创企业与成熟

企业；

 对于员工与客户应该进行相应的教育与宣传措施，保持运行的连续性。与客户加强沟通确

保可以获得新客源，同时留住老客户不流失到竞争对手的手中；

 由于封城政策没有先兆，在这过渡时期，可以与供应商讨论应收货物的处理措施，以保证

库存的正常运行；

 建筑业工人的移动将成为交通运输与二线城市复工的核心要素，即使订单没有减少，劳动

力的缺失仍将影响收入；

 由于融资仍将困难，各企业应以月为单位来评估现金流状况，以此来保证有足够的运营资

本。预期政府将会给与金融救助措施来帮助企业弥补资金缺口。需要关注这些措施计划的

时间期限。

B)受有限影响的行业(工业产品公司，非必须品制造公司，IT产业公司)

 随着经济的复苏，工业产品制造公司也将进入缓慢增长的周期。削减成本对于这类企业来

说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却可以选择增加运行效率与整合生产资源来节省制造费用。资本性

支出需要看到明显复苏后才能进行。对于过剩产能，可以选择外包那些已经产能过载的公

司的订单来解决；

 对于 IT企业来说，50%的活动可以被认定非核心工作并属于可居家完成的范畴。这样就可



以降低制造费用与业务成本。鉴于海外服务类订单将会减少，IT企业需要对世界各地的疫

情做出正确的评估判断；

 某些公司的经济策略与商业模型将不得不做出改变，诸如使用预付账款来锁定供应商等预

防性措施将会防止负面后果的到来，当然这需要取决于各公司现金流的情况；

 决大多数公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不得不面对销售额的大幅下降，开辟低投资高回报的

产品线将是一个解决方案。比如从生产香水改为生产清洁制剂，汽车公司改为生产呼吸机

等等。尽管这些都是短期举措，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会持续一个比我们预想的要长的时间。

C)受较小影响的行业 (药品公司，医院，能源公司，教育产业等等)

 对于这类企业，封城导致的运营中断只能持续一小段时间。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后封城

时期的挑战是不同的。比如原材料供应企业可能出现运营问题，那么这些企业复苏的步伐

也将会变得缓慢。同样缩减成本对这些企业来说效果微乎其微，但可以通过减少制造费用

来帮助运营。对于资本性支出的决策，需要重新做出慎重的评估，诸如香皂清洁剂等产品

升高的需求可能由于习惯的改变而长期存在；

 对于这些行业的初创企业来说，需要重新考虑其商业模式是否还能适应后封城时代的市场

需求，同时需要对市场变化对现金流所产生的影响做出提前应对的预案；

 这类行业的企业绝大多数都在提供基本产品，未来成本与运送费用的提升都会给经营带来

困难。这些企业可以革新商业模式，同时使用传统与非传统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企业来抵消疫情的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封城时间持续的比预想的还

要长，这些措施将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都需要释放更多的应对措施，金融与非

金融，来减轻疫情的冲击。此外，对于那些面对疫情非常脆弱的企业，以上措施只能解决部分问

题，寻求政府的支持将会是最佳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