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加强供应链建设加强供应链建设加强供应链建设加强供应链建设  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中物联举办“应急供应链与公共安全”线上沙龙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简报 
(2020 年 2 月 18 日) 

 

2 月 15 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简称中物联)组织召

开“应急供应链与公共安全”线上沙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物资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专家学

者以及海尔智家、联想集团、徐州徐工、西贝餐饮、冻品在

线、双汇物流的企业代表重点发言讨论，商务部、工信部代

表和近 200 位业界、学界供应链专业人士参会。发言专家们

一致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应加强供应链建设，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协同帮扶上

下游，让生产运营有序恢复，并提出了 6条相关建议。 

一、疫情影响经由供应链传导辐射全球，具有长尾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产业、供应链发展带来的负面影

响与震荡不仅在中国境内表现明显，而且已经通过供应链的

传导作用辐射到了全球，影响持续时间将超过预期。中国供

应链与全球供应链环环相扣，已经成为了全球分工体系中不

可替代的配套能力中心，经济外溢性明显增强，疫情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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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外延性也随之增强。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产业遭受沉痛打击，中小企业复工困难，存在

行业寒冬的可能性。餐饮业、服务业、物流业及传统线下产

业从消费终端受到的影响将波及整个供应链。此外，从业人

员的移动受限、企业分布于疫区、中小企业招工难等因素又

会导致疫情后的重建工作更加艰难。 

二是消费市场受到冲击，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营商环境。

国内消费信心不足，预期产值降低，对实业和整体经济、尤

其是传统产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同时，以中国为主要贸易

伙伴的国家和以中国市场为主要客户群体的外国企业受到

负面影响。 

三是国际供应链的重构和转移。以中国工厂为上游供应

商的企业大多遭遇了原材料断供、延迟交付等问题，国内供

应链环节的国际声誉、潜在成本、断链风险，将导致全球供

应链加速重构转移。 

二、充分发挥核心企业和现代化技术的作用，依托供应

链协同能力保障重点领域正常运行 

一是供应链柔性和弹性的重要性凸显。调查表明，疫前

已经采取战略性选择供应商措施、建设供应链风险应对能力

的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恢复能力快。部分

企业在发现大型突发公共事件先兆时即做出了供应链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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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保证了后续供应能力的快速恢复。 

二是供应链协同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先进技术成为提

升抗疫物资供应效率的关键因素。疫情中供应链数字化程度

较高、资源整合程度较好的企业普遍反应能力快速，如京东、

阿里、美团等，紧密结合的线上线下物流环节便利了企业的

抗疫物资和居民日用物资保障供应工作。自动化设备与无人

设备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防疫便利性与抗疫物资供应效率。 

重新配置物流和劳动力资源也是对供应链整体资源的整合，

可以缓解企业劳工资源短缺，提高供应链整体效率。 

三是核心企业加强对供应链上下游帮扶，使供应链正外

部性效应凸显。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单一企业往往由于供应

链上下游中断破碎而无力独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很多

核心企业对其供应链伙伴进行了必要的帮扶，通过风险分担、

资源共享、供应商行为准则和检疫要求等方式，加速供应链

整体的向好发展，推动产业与社会经济恢复运行。 

四是应急状态下对供应链资源再配置，优先满足重点领

域需求，保障国计民生。在生产要素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各

级政府和核心企业对社会需求划分了优先级，稀缺资源首先

满足优先级高的需求。如在物流规划方面，对涉及疫区运输

和紧急物资供应的项目要慎重考虑，在严格防疫的基础上，

保证物资供应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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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建议 

一是建议平衡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之间的关系。建议

有关部门加快制定相应的刺激经济政策，以提振市场和资本

信心，对冲停工带来的影响。让更多企业有序复工，不仅是

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二是建议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结合现有政策的实施

情况和疫情防疫实践积累，建议减少一刀切的措施，有针对

性地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实施调控，让当前有限的资源在

供应链网络上进行有序、有效地流动，在优先保证重点领域

的劳动要素供给基础上，有组织、有顺序地恢复各行各业的

正常运转。 

三是建议优先保障物流行业复工。物流是供应链的核心

网络，连接着生产制造企业的供应链上下游。建议有关部门

尽快调整优化政策，保障物流企业优先复工。生产制造企业

的复工必须建立在供应链网络畅通的基础上。 

四是建议积极鼓励新型供应链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建议

加快研究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持续推动企业供应链创新，利

用数字化手段管理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如社区管理、交通

运输管理、进出口海关管理等。 

五是建议加快构建我国应急供应链体系。建议政府公共

部门加快研究推动应急供应链体系建设；社会组织及非营利

性机构为公共部门提供政策建议等智力支持；企业制定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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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预案并向有关部门备案，以供紧急时刻快速调动。 

六是建议加快融入全球供应链，让国际供应链成为我国

应急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长远，将供应链的应

急能力和目前所处的大环境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

抗震能力和协同水平。 

 

 

 

 

 

 

 

 

 

 

 

 

 

 

 

报送:中央财办、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农业农村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