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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深度冲击全球

啡店喝一杯咖啡，对很多人而言，不仅是喝咖啡，而且还注重

咖啡店带来的临时社交属性。现在第三空间的意义消失了，线

上咖啡销售也无法弥补这一点。”上海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王

振东对《新民周刊》记者说道。

此外，若从业者都将线上销售作为主要渠道，对于技术壁

垒普遍较低的咖啡行业而言，很容易就陷入“价格战”局面。

王振东告诉《新民周刊》,“那些小型独立咖啡店在转线上过程

中遇到的挑战比较大。因为他们一方面要面临成本的上升，另

一方面又要经历体验价值下降带来的产品差异性丧失。这些都

要求咖啡店团队能够研发新产品以应对，行业‘洗牌’在所难免”。

咖啡行业只是疫情之下许多小微企业现状的一个缩影。记

者了解到，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上，还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转型能力不够，“不会转”；二是转型成本偏高，“不能转”；

三是转型阵痛期比较长，“不敢转”。

针对“不会转”，外卖平台为小店入驻开出“绿色通道”。

疫情以来，已有 8 万家街边小店急速上线饿了么，把生意搬到

支付宝上。在上海中山公园商圈 3 公里范围内，最近一周外卖

骑手的密度全国最高。此外，高德地图也向小店免费开放，只

要上传营业执照等信息，通过审核后就能在地图上被标注，争

取到更多客源。

“我们公关行业，可能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正

常情况下，我们的业务就是服务客户，帮客户筹备大型活动。

市场上的大型线下活动，都需要经过政府以及公安的审批。然

而现在，这些活动都无法举行，最早的也要到 5 月底，所以我

们很多员工手上都没有项目跟进。”朱晓毅说。

朱晓毅每周都会组织两三次内部业务培训，让员工利用这

段时间提升自己。“我们邀请到的主讲人，大多数是行业大咖

或者研究机构的专家。培训主要针对组织策划活动所需要的创

意和技术这两大领域，其中创意又分为视频、线上综艺，以及

平面设计。而技术主要指舞台灯光音效的选用、场地搭建、从

业工具的运用。

“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时

候第一场大型线下活动真正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在此之前，

大家都是根据自身情况在维持。要么尽力保持公司的现金流，

要么想办法留住自己的员工，就看每家公司如何取舍。我们在

尽力保持二者平衡的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以应对

行业洗牌。”朱晓毅说。

生产商的理念也在影响着消费者。3 月 26 日下午举办的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文化旅游局

一级巡视员王玮曾指出，今年的上海市民文化节在“云上”举办，

也催生了市民文化新业态。原来，疫情之下，上海市民的数字

文化服务需求呈井喷式增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整体提档升级。

对此，王玮提到今年市民文化节将吸引更多社会主体加入，特

别是与喜马拉雅、阿基米德、抖音等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做

大做强“云上市民文化节”。

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

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如今小微企业占了很大比重。目前

全国小店数量逾 1.1 亿，至少提供了 3 亿个就业岗位，是促进

就业的生力军。早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就做出“发展‘小店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的指示，并提出“‘小店经济’有利于拉动消费、城市建设投

资和就业，一举多得”。小店虽小，但它们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和溢出效应却是巨大的。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体的“毛细血管”，

它们的健康与否事关国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面对新冠疫情产生的不可抗力，众多小微企业也迎来了生

死存亡的考验。如何为小微企业纾困，帮助它们解决资金难题

和发展困境？

中央目前采取了多项金融帮扶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以及社会和民生领域的信贷

支持力度，对相关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此前，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中

　　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体的“毛细血管”，它们的健康与否事关国民经济的稳定可
持续发展。面对新冠疫情产生的不可抗力，众多小微企业也迎来了生死存亡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