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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effective rate and service level of disease treatment are being strengthene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diseases can ensur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apital market and national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urrent diseas-
es on China’s economy, capital market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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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对经济、资本市场和国家治理的影响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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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疾病治疗的有效率以及服务水平也在不断的加强。有效地提高对疾病的研究分析，可以
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资本市场和国家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实施。论文对目前疾病对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和国家
治理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防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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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行性疾病的发生，给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以及相关

政策度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各个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停滞状态，各个地方人员停止流动，给相关的企业带来的

不小的压力。目前，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各种政

策的实施防治流行性疾病的发展，同时还在经济政策等方面

着手，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1]。

2 流行性疾病对经济、资本市场和政策的影响

流行性疾病的出现，让人们都始料未及，而大规模的人

员流动，更是造成了流行性疾病的快速传播，此次流行性疾

病对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

短期来看，人员流动极速的放缓，对各个行业都造成了非常

严重的影响，致使一些行业普遍处于停顿的状态，而复工复

产的进度也相对比较缓慢，如果流行性疾病不能得到有效的

控制，那么可能就会对中国经济增速以及失业率产生长期的

影响，在目前流行性疾病发生之后，中国政府迅速地采取相

应措施，让流行性疾病得到了控制 .

3 采取的相关措施

从宏观角度上来说，采取了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

减税，支出力度加大的方式，在 2020 年的 1 月 30 日，中国

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并要求按照目前流行性疾病防治形势延长

申报纳税期限，在 2 月 1 日国家财政部对相关流行性疾病重

点区域的企业贷款给予贴息的支持，并加大了对一些个人和

企业创业过程中的担保贴息支持力度，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

融资成本，同日国家的财政部门，海关总署部门以及国家税

务局联合发文，对一些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环节的关税以及消

费税和增值税，这些相关的政治制度，使中国企业和个人所

承担的风险降低，并有效促进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2]。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4i8.4868



75

财经与管理·第 04卷·第 08 期·2020 年 08 月

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障了市场流动性，通过一些公开

市场操作以及常备的借贷便利等各种政策工具进行流动性的

投放，在 2020 年 2 月 3 日中国公开市场操作累计投放了 1.7

万亿元，加大了资金的调节力度并稳定了市场，第二是引导

了利率下调，在 2020 年 2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支农

支小，利率降至 2.5%。三是利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如利用

再贷款、再贴现等方法，在流行性疾病流行期间提供了低成

本的资金，帮助企业在流行性疾病流行期间的发展。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时也采取了各项政策，减轻流行性

疾病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在 2 月 18 日国务院决定阶段性的

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的缴费行为，减轻对一

些中小企业所造成的影响，能给企业有一个缓冲期。同时，

地方政府还举行了包括一些缓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

返还失业保险等措施，减轻流行性疾病流行期间的发展压力。

在资本市场方面，上市公司由于受到流行性疾病的影响，可

以申请延期披露财务资料，并且一些地区还减免了 2020 年的

上市挂牌年费，以此方式来减轻企业的压力。在外汇政策方面，

国家外汇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流行性疾病防控外汇特殊业务

处理机制，能在流行性疾病流行期间做好相关市场的传导，

并且要求国家各银行开通绿色通道，对一些反恐物资的进口

给予相应的便利，简化了小微企业的贸易收支手续，支持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 [3]。

4 相关对策建议

4.1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

在应对此次危机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不

同的措施，但是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资金协调配合是必

然的选择，货币政策侧重于能提供流动性和调整需求的特点，

而财政政策更偏向于能精准定位，有较快的时效性，积极的

财政政策能打开收支空间，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要求

普惠性和精准性两者之间相互配合。

（1）中央的相关部门要通过筹集资金对流行性疾病进

行统一防控，并增加流行性疾病的防控支出，对一些严重的

区域，相关企业和机构发放补贴，重点支持一些行业的复工

复产，帮助企业能渡过难关。

（2）积极地扩大一些国债和专项债券的发行，能筹集

更多资本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3）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相对

严重的区域，要进行政策倾斜，确保基本民生。

（4）要加大节税的力度，对于一些流行性疾病受影响

严重的区域，可以利用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时间的金额，以此

来降低企业所得税，减少相关捐赠所需付出的相关税费，鼓

励承担一些社会责任，降低社保等其他保险的缴税率，以此

降企业负担。

4.2 货币政策方面要灵活

为了保证市场具有充足的流动性，要利用结构货币政策

支持一些困难行业的不断发展，降低融资的成本，除了利用

一些扶贫制度，同时还要加大对一些中小企业发放债券的发

行力度。货币政策要帮助企业在信用环境方面进行修复，考

虑到中国经济增长和物价等其他全面的情况之下，存款利率

进行调整，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维护企业在此期间稳定

运行，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受流行性疾病影响房地产行业遭

受的压力较大，为了避免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导致银行业流动

性风险的传导机制，调整了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政策，而地方

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金融也应该发挥出经济助推器的作用，在 2020 年货币

信贷政策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金融机

构作为经济基础建设的重要保障，帮助一些困难企业和药品

生产企业渡过难关，在流行性疾病流行期间开启了流行性疾

病防控授信审批以及跨境业务绿色通道，简化了相关流程，

加快了工作效率。目前，仍然暴露出在金融机构治理体系方

面存在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金融机构应该建立起相关的

应急预案，包括一些业务上的应急和技术应急，以及利用信

息技术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能进行预警，各个金融机构之间

也应该进行信息共享，通过快机构系统之间进行联动效应，

能在重大突发案件发生时做好准备工作 [4]。

4.3 保险支持流行性疾病防治工作，助力复工复产

保险行业通过加大对企业财产保险以及安全生产的责任

保险等业务，能为一些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保障，在流行性

疾病流行期间，保障人生的安全，同时为一些医护人员和患

者以及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专项保险，建立绿色通

道，加强各个方面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金融支持。

4.4 引导资本流向

积极引导资本到流行性疾病防治所需要的行业，以及受

影响严重的行业，通过政府引导，能为流行性疾病防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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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支持被投资企业进行复工复产，

并通过利用一些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优化医疗卫生资

源的投入结构，带动各方资本能参与到流行性疾病防治过程

中，加强对流行性疾病防治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政府引导基金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灵活性，要加强基

金社会的责任担当，在目前要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安全防控

救治体系等问题，针对问题的解决正处于迫在眉睫的时候，

政府相关机构需要引导基金作为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补充

的重要来源，能肩负起引导市场方向的重要角色，能在流行

性疾病发生时做出迅速的反应，加大对一些公共卫生安全和

医疗技术方面的投入，以此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国

家安全，同时可以设立国家公共安全应急基金，利用该笔资

金在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时，能向严重区域进行倾斜，加快对

流行性疾病防治的防范和技术的支持，完善应对突发重大的

风险防控机制，提高普惠民生供给侧改革的质量和效率。

5 结语

流行性疾病流行期间，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但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我们相信能携手渡过难关。因此，

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到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严格按照国家

规定，逐步推动复工复产进程，在流行性疾病过后，仍旧是

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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