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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对大宗商品行业企业影响调查报告 

中物联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等十四家单位联合调查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 

为及时了解“新冠”疫情对我国大宗商品行业企业的影响，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联合十余家行业企业，

共同就国内大宗商品相关行业开展了问卷调查。自 2 月 29 日至 3 月

8 日，共收到调查问卷 6045 份。经统计分析，形成本调查报告。现面

向行业公开发布，以供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充分掌握情况，科学

决策、有效管理。具体如下： 

背景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全国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4%；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数量逾 3800 万个，从业人数 1.05 亿人。 

 

图 1  全国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总数量（万个） 

 

图 2  全国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总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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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批发业、零售业法人单位及从业人员数量（万家、万人） 

 

图 4 2019 年世界银行报告 30 种主要大宗商品中国排名情况 

一、调查企业情况 

 

图 5  各省市参与调查企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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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参与调查企业业态分布情况 

 

图 7 参与调查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二、行业、企业复工情况 

有 68%和 62%的调查企业反映商品交易市场和商贸流通企业复工

不足 50%，见图 8。企业经营困难和防疫物资短缺是主要原因，商品

交易市场人员流动复杂、疫情防控相对困难是客观情况，而市场未能

正常营业，也导致商贸流通企业复工受到影响。参与调查企业复工情

况较好，46%的企业员工到岗率已超过 80%，但据了解因传统线下交易

受影响严重，大多复产不足。由于商品流通停滞，导致整个产业链运

行不畅，库存积压严重，资金严重短缺。部分企业因原材料供应短缺、

销售不畅，被迫减产停产；部分企业生产资料缺乏，生受到较大影响；

物流受阻情况虽有改善，但贸易订单不足问题随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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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所在行业商品市场（外圈）与流通企业（内圈）复工情况 

 

图 9 企业复工中存在的困难 

 

图 10 参与调查企业复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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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已复工企业员工返岗情况 

三、企业生产经营受影响情况 

54%的调查企业反映疫情对企业造成较大影响，勉强维持生产经

营。3%的企业反映影响严重，可能出现破产倒闭风险。除需求下降、

库存积压和物流受阻等问题外，线下交易停摆、资金短缺和经营成本

上升，也是当前产业恢复和企业复工复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 12 疫情对企业经营影响情况 

 

图 13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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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企业存在资金紧缺，10%的企业影响严重，业务基本全面停

滞，见图 14。据了解，一级批发商、经销商垫付赊销资金难收回、货

物积压严重，资金最为紧张；生产制造企业产品销售不畅，资金难回

笼，组织再生产受影响；中小贸易商主要依靠批发商提供资金，紧缺

程度相对较小。59%的企业反映库存上升超过 50%，由于中小企业大多

为轻资产公司，难以通过资产质押获得银行贷款，主要依靠自有资金

或其他渠道获得融资，因此社会库存上升情况，也是直接反映中小企

业资金紧缺情况最重要的指标，见图 15。 

39%的企业反映疫情对进出口业务影响较大。据了解，一方面由

于物流受阻，部分企业订单被迫取消；另一方面，受全球疫情情况，

以及金融市场动荡影响，也导致外贸订单下降。此外，部分大宗商品，

如种子、化肥、农机、白糖、棉花等，也存在因疫情因素而导致进出

口配额逾期的现象，见图 16。 

 

图 14 资金紧缺情况 

 

图 15 所在行业社会库存上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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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所在行业进出口受影响情况 

四、生产经营中的主要困难 

调查问卷统计数据表明，电子交易发展越好的行业，资金短缺情

况越少，企业损失越小，供应链受影响程度也越低，见图 17。例如，

90%的中药材行业企业反映资金紧缺现象严重，52%的企业经营业务已

部分或全部停止。而塑化、不锈钢等行业，资金紧缺情况则相对较低，

分别为 65%和 53%。85%的调查企业反映线上采购销售占比不足 50%，

其中 27%的企业不足 10%，见图 18。由于电子商务发展滞后，也导致

整个大宗商品产业链在此次疫情中受冲击严重。 

 

图 17 中药材（外圈）、化工、不锈钢（内圈）企业资金紧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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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线上采购销售占比情况 

70%的钢铁行业一级代理商反映资金紧缺现象严重。其中，34%的

一级代理商反映部分或全部业务停顿，见图 19。自 2012年钢贸事件

至今，大多数银行均停止向钢铁贸易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我国钢铁产

业整个供应链流动资金的维系，主要是依靠钢贸企业开展托盘业务或

通过其他社会渠道进行融资。 

根据上海钢联调查统计数据，截止 3 月 12 日，钢材五大品种库

存共约 3800万吨（全国 999家仓库）。仅据此数据推算，全国钢材库

存数量就将高达近一亿吨（五大品种总库存约占全社会钢材总库存的

40%）。按平均 3700 元/吨计算，资金占用近 3700 亿元。春节疫情期

间，各类钢材价格普遍下跌 200 元左右，钢材库存隐形亏损将高达

200 亿元。与一级代理商相较，钢铁次终端及贸易商由于不需要垫付

资金进行采购，因此资金短缺情况相对较好，但也有 34%的调查企业

反映资金短缺较严重，企业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图 19 钢厂代理商（外圈）、次终端及贸易商（内圈）资金紧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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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的调查企业（农业）反映，春耕期间最担心的问题是种子、

农药、肥料等农资的供应，其次是生产资金或流动资金，约占 21%。

28%的调查企业反映春耕最缺的农资主要是化肥。种子、农药分别为

19%和 18%。春耕最大的困难主要有农资缺资金采购、物流运输和担心

农产品的销售，见图 20、21、22。 

农资生产企业原材料供应、农资下行、农产品上行，均离不开大

宗农产品批发零售企业。据了解，农产品传统线下批发业务受疫情影

响严重，农民因农产品销售不畅，收入减少，无法全部或部分偿还农

资农机流通企业欠款，春耕备耕中农民化肥农药等农资的采购也受到

影响。而农资农机流通企业由于资金难以收回，经营成本又受疫情影

响上升，资金压力倍增，经营困难。 

 

图 20 春耕最担心的问题 

 

图 21 春耕最缺的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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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春耕最大的困难 

五、关于复工复产方面的建议 

20%的调查企业反映希望减免或延迟缴纳税费、社保等费用，增

加信贷资金扶持；17%的企业希望延迟偿还贷款或减免租金。针对传

统线下交易受疫情影响，79%的调查企业反映将加快业务向线上转型。

其中，38%的企业反映应加快发展电子商务，见图 23、24。 

 

图 23 最急需的扶持政策 

 

图 24 对发展电子商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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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分会理事会议精神，根据会员单位以及全国大宗商品三十

余个行业，百名业务学界专业人士的建议，我们在问卷中，就“行业

协会与企业共建产业供应链金融平台”，进行了意见征询。调查问卷

统计数据显示，92%的调查企业反映赞同，应加快推动。39%的企业非

常赞同，并建议尽快向上反映。中小企业大多为轻资产，没有抵押物，

银行贷款困难。以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通过供应链金融，

从收支两方面同时化解企业采购销售资金瓶颈，畅通产业链上下游，

是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短缺现象的重要举措。 

 

图 25 对行业协会与企业共建产业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建议 

六、对未来的思考 

目前，国内疫情已有明显好转，物流受阻现象也有了很大程度改

善，我国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生态，正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国

际疫情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金融市场海啸，各国政府政治经济政策

取向已发生重大改变，全球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正经受严峻考验，

这也将对我国大宗商品国家供应链安全和国际经济基本秩序提出新

的挑战。 

尽管疫情尚未过去，但许多问题，在此刻我们就需要共同进行深

入思考，并立即开始行动。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将加快推动大宗商品

电子商务发展，传统批发零售业态转型升级也将提速。从长期看，本

次疫情必将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整体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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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建议与行业倡议 

大宗商品事关国计民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当前防疫仍是

首要任务，但逐步恢复生产及经济秩序更加紧迫。当前商贸流通问题

突出、仓储物流受阻严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农民春耕备耕受影响，

造成产业链受冲击严重、供应链断滞等现象，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

键是以现有产业基础扎实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平台为抓手，开通物流绿

色通道，通过供应链金融为上下游中小企业同时纾困，确保产业链运

行畅通，最大限度消除疫情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建议：  

一、建议政府综合施策，统筹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建立供应

链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组织能力较强的大

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为其复工复产提供支持，开通物流绿色通道并

核发专用通行证，以保障产业链正常运行。 

二、建议政府根据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以

及紧迫程度和产业特点，按轻重缓急，针对不同产业分阶段出台政策，

“保、稳、停”并举，有序引导和推动产业梯次恢复。 

三、建议政府协调金融机构，为协会与企业共建产业供应链金融

平台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及时协调解决市场准入、

线上交易、支付清算、电子发票等实际问题，以点带面，畅通“四流”，

帮助中小企业纾困，助力产业精准复工复产。 

四、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电子商务服务支撑企业与大宗商品

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业务对接，通过线上进行采购销售，提供物流、金

融、信息等供应链服务支撑。支持行业协会搭建网上综合服务平台和

产业大数据平台，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五、建议将具有社会公共服务性质的供应链核心企业信息化平台

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范畴，按照应急标准的要求设计

与建设重要物资保障数字化信息平台。加快发展监管科技，建立全国

统一的 B2B 监管平台，利用科技手段弥补监管短板。 

六、建议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辅助决策作用，引导其参与产业链、

供应链恢复等相关政策制订，加强运行监测，及时开展政策评估，为

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外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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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是产业生态恢复的必备条件，防疫物资是企业复工的基

本保障，仓储物流是抗击疫情的基本前提，中小企业是确保中国经济

社会稳定的根本。在此，我们呼吁全行业共同行动，尤其是具备电子

商务服务能力的大宗平台，尽可能地为传统市场、商贸企业和产业客

户提供支持，化解当前产业恢复中的堵点，共同为大宗商品产业生态

恢复和精准复工复产，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八、结语与致谢 

由衷感谢众多会员单位和行业专家在疫情当中为国家、行业所作

出的积极贡献，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共同前行的不竭动力！战疫情、稳

生产，为行业发声，为政府建言，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