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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难，先要稳住企业基本盘
疫情下中小企业主难在何处，盼有哪些？

“就像疫情期间，有人时不时要看一下

冰箱，看看自家囤积的物资是否够用，我也

时不时看看公司的账面金额。最近现金流

越来越紧张，我们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来支付

员工工资、房租等。”一家IT服务企业的创

始人许刚说。

年销售收入近7000万元，在上海打拼14

年，许刚这一路走来，稳扎稳打，业务增长积

极向上。他的公司客户多是世界500强企

业，由于这些企业大都也处于居家办公状态，

认可他们以远程方式提供服务，收入并没有

受到太大影响。但由于封控时间过长，开票

开不出，客户的款项也无法支付，现金流出现

短缺。“另外，占据公司业务三分之一的线下

拓展类项目，停滞了。”

房租、人工、社保，是摆在他面前的三

道难关。他的公司在新天地的一处写字楼，

办公面积500平方米，一个月租金十几万元；

公司员工全部居家办公，工资足额发放，这

部分成本在收入中占比很高；社保每个月

支出约100万元。“这2个月，这些成本一分

没少。”

更让许刚感到担忧的是，未来企业发

展的不确定性增大。“绝大部分客户都是全

球布局的外企，他们会不会调整供应链策

略？”对此，许刚已有准备。去年开始，公司

开始探索创新业务，在上海成立团队面向国

内客户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我们打算把

新业务放在长三角其他城市。”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

盘电视电话会议。许刚从中读出了许多令人

振奋的信号。“总理提出，要努力推动经济重

回正常轨道，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保民

生。做企业十几年，危机从未少过，我们要有

信心从危机中找到新机遇。”

本报记者 叶薇 张钰芸

占上海企业总数9成以上的中小
微企业，正面临各种考验。上海中小
企业发展报告最新数据显示，中小企
业数量超过50万户，占全市法人企业
总数99.5%以上，从业人数1169万。

企业在，岗位在，就业就在。每
一个企业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企业
抓紧恢复正常生产，员工的家庭生活
才有保障，上海的城市活力才能恢复。
订单难找、成本难降、账款难收、

人流物流难畅通……新一轮疫情对
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带来了冲击。本
报今起开展系列调查，记者首先走进
四类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了解他们
面临的难题，倾听他们的期盼。

5月17日，俞川华终于回到办公室，坐

镇指挥。他是上海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负

责人。“3月27日起，30多名一线员工在工厂

封闭生产。5月中旬，我们的复工申请获批，

有少部分员工回到工作岗位。目前，三分之

一的员工在岗。现在的政策是复工和回家，

只能二选一，上班了就不能回家。有些双职

工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没办法复工。”

可是全员复工，压力可能更大。“我复工

后最忙碌的事情，就是为员工张罗吃的，尽

可能改善大家的伙食。我们所在的工业园

区目前没有开放公共食堂，有的员工已经吃

了一两个月盒饭。我们想方设法采购物资，

但消耗得太快。如果全员复工，园区配套措

施跟不上，会影响高效复产。”

俞川华的企业是生产应急物资的，自认

对处理各种应急情况已有经验，但这次的封

控时间之长还是有点出乎意料。“我们立足

传统制造业十几年，坚持不容易，转型更不

容易。去年依托数字化开辟了新业务，发展

势头很好。但此次疫情，一下子按下了暂停

键。新业务都需要一城一单跑出来，人员出

不去，业务就没法开展。封控两个月，公司

销售收入为零，但所有员工的工资我们都是

全额发放的，坚持生产的员工还要额外奖

励。企业对我们来说就像养育一个孩子，我

们对每个员工是有责任的。希望政府能看

到企业在疫情中的付出，能帮的就帮一把。”

俞川华对网上一个段子，特别有感触。

“我三个月没理发了，就算解封了，也不可能

一个月理三次。有些需求没有了就没有了。”

让他庆幸的是，公司在安徽还设有一个工

厂。上海封控期间，订单生产没有受到太大

影响。

但俞川华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对任何

一个企业来说，未来的风险压力都很大，但

再困难也要过日子。我们只能越来越谨慎，

业务不扩张，原计划开展的招聘暂停，先稳

住企业的基本盘。”

企业1 传统制造业 成立19年

从今年3月中下旬开始，现制饮品企业

的在沪门店基本关停营业，受影响的不仅是

市民们的“奶茶自由”，还有品牌商们的收入

骤减，以及上游供应链的集体“寒冬”。

本周一，位于莘庄工业区的德馨浓缩饮

料（上海）有限公司收到一个好消息，公司已

进入复工复产“白名单”，但总经理史文超却

觉得压力重重。“现阶段的复工，必须是闭环

管理，作为企业负责人，我该如何解决员工的

日常生活？”

人员流动受阻，员工出了小区，就不能

回家，40多人在公司打地铺，还要管好吃喝

拉撒，这是第一个“难”。公共交通目前仍有

断点，机动车又不能上路，员工如何扛着电

脑，背着被褥，走完上班路，这是第二个

“难”。各个点位的防疫手势不相同，这是第

三个“难”。

此时，史文超正坐在嘉兴的隔离酒店

中，这周三，他和两名同事到嘉兴工厂出

差。何时能回上海，也是未知数。“离开小区

前，我们都签署了承诺书，保证在上海疫情结

束之前，不回小区。”曾经一两天就能往返的长

三角之旅，现在变成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史

文超只能和女儿约定，在她9月开学前一定

赶回家。

公司业绩下滑更让企业掌门人身负压

力。2009年成立的德馨饮料，是星巴克、肯

德基、麦当劳、瑞幸、奈雪的茶、七分甜、书亦

烧仙草等多家连锁餐饮品牌的服务商。今年

3到5月，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5%左

右，利润率更是大幅度下降。“受疫情影响，我

们为餐饮品牌在沪门店提供原料供应的业务

大面积停滞。再加上仓库在上海，出货到外

地也有很多限制，大部分线路的物流费用增

加到原来的2到3倍。”

往年的第二季度，是史文超和同事们最

忙碌的时候。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夏日消费

旺季，他们会推出多款新配方，生产多款新原

料，期待成为一炮而红的网红饮品。但今年

二季度至今，上海实验室“颗粒无收”，总部员

工依旧居家办公。“希望早一点，再早一点，我

能重回上海，同事们可以正常上下班。”

“今天忍不住来办公楼看看，亲切又陌

生。园区里的草坪已经变成过膝高的草原，

还有一只猫咪静静地看着我。”前两天，拿到

出门证的赵立申（化名）骑了几公里的自行

车，去看看自己的公司。站在大门紧锁的办

公楼下，他在朋友圈发了这段话。

2020年初，他的公司是上海第一批复工

的企业，2月10日就恢复生产，不到一个月复

产率达到100%，员工到岗率达到98%，2月

份销售同比两位数增长，是“回血”较快的企

业。2022年，公司至今还在“静默”。

“复工复产后，员工必须居住在厂内闭环

管理。但工厂没有可居住的环境，缺乏足够

的独立卫生间、洗浴间和宿舍。”他告诉记者，

即便有能力把闭环管理和防疫措施安排妥

当，启动了生产线，还可能发生原物料运不进

来，库存仅够生产一两周的情况。

停工两个月，货物发不出去，海内外的客

户流失怎么办？他坦言，目前公司的业务员

仍在积极与客户交流，及时沟通上海复工复

产的推进情况，但由于公司生产的是消费品，

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客户流失是无法避免的

事情。“一旦其他公司稳定供货，我们就会被

替代。很现实，也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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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3 外贸行业 成立31年

企业4 IT服务业 成立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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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停滞

至今在“静默” 客户别流失

贷款发工资 找到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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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旺季难 正常上下班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