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下

企业用工现状调研报告
出品方：

调研目的：

新冠肺炎抗疫战还在进行中，全国各行各业、各类型企业在疫情影响下遇到诸多用工难题。为充

分了解用户需求、给企业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并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出具相应扶持政策给予参考建议，

此次针对霖珑云科旗下安心工资条、爱薪工资条的企业用户进行用工现状调研。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从受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企业经营、用工人数、社保薪酬、办公现状等四大维

度，试图还原当下企业的现状，陈述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造成的影响。

调研对象：

企业 HR（工资条产品的薪酬管理员、系统管理员）

调研周期：

2 月 4 日 15：00-2 月 10 日 15：00

调研范围：

全国

样本数量：

共针对 33865 家企业发起调研，回收 2730 个有效样本。样本中各行业占比，主要分布为：制

造业 16.85%、互联网 IT 软件行业 14.29%、广告传媒教育行业 10.62%、房地产建筑 9.52%、其他

28.57%。样本中企业规模，主要分为：1—49 人为 39.19%、50—100 人为 28.57%、101—500

人为 19.41%。



Q1：您认为本次疫情对贵公司有多大影响？

数据显示近七成的企业认为新冠疫情的突发对公司有很大影响，当前是我国经济增速放

缓、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收入雪上加霜，原本预计有望

超 4.5 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

大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承受重压。

Q2：疫情是否对您的企业生产经营有影响？

从 66.67%的反馈数据来看，小微企业大比例出现现金流紧张、经营困难等问题，中大

型企业也由于疫情蔓延引发订单下降、限制开工、人员不足、固定成本负担过重、供应链中

断，以及进而可能带来的信用和债务风险等。其中 1-49 人规模的小微企业中表示影响很大

的有 75%、50-100 人规模的企业中表示影响很大的有 72%、101-499 人规模的企业表示影

响很大的有 66%，企业规模越大，表示受影响很大的比例随之降低。



Q3：疫情下，员工社保、公积金的缴纳是否收到影响？

疫情下，企业不得已延缓开工，被动承担多项成本，员工社保、公积金占大比例，对部

分企业现金流影响很大。除了企业自身外，政府也在积极配合企业减负，尽量延缓现金流的

使用，工信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

作的通知》，明确将采取全力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

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

企业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等 6 方面 20 条措施，帮助广大中小企业坚定信心，

强化措施，实现有序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Q4：疫情下，员工薪酬是否能做到及时发放？

数据显示，近一半的企业因为疫情影响不能及时发放薪资，这其中占比 47.8%的为 50

人以下企业。除了部分企业由于现金流不足的原因，延缓开工期间薪资发放标准也是众多



HR 疑惑和争议点，比如浙江、江苏等要求 2 月 3 号到 2 月 9 号，企业临时停工 7 天。实际

上，这个延迟工期大家是要参照本地政府的规定来算。截止到目前，多数地区并没有对这个

延迟复工的性质出台政策。

Q5：您目前企业经营现状？

新冠疫情下，近 6 成的企业选择完全关闭经营，其中以小微型企业，制造、餐饮、教育

培训类居多，占据总比例的 80%。如果疫情内有得到缓解，持续到下个季度，以线下实体服

务为主的这些企业将面临生死存亡危机，餐饮培训咨询会展等细分领域的影响尤其大，这些

领域将在 2020 年大洗牌。

Q6：预估节后用工人数对比？

对于 HR 来讲，年后是招聘旺季，也是离职高峰。根据以往数据显示，2018—2019 年

春节后员工离职率在 15%左右，对比今年数据来看，节后离职人数预估会增长 2.58%，这个

数据有主动离职，也会存在被动离职的情况。



Q7：企业 Q1 季度是否有招聘计划、裁员计划？

是否有招聘计划：

是否有裁员计划：

表格中反应的是所有行业的数据，从整体趋势来看，企业、组织、人员保持相对谨慎变

化的态势。其中，明确表示有裁员计划的行业，排名前三的有互联网 IT 软件类、广告传媒教

育、贸易物流业。明确表示有招聘计划的行业，排名前三的有制造业、互联网 IT 软件、房地

产建筑。

同时，我们对制造业做了单独分析，其中仅 18%的企业表示没有招聘计划，13%的企业

表示有裁员计划，8 成以上制造业企业的人员需求保持观望或正向增长。说明疫情结束后，

制造业的人员需求平稳，没有太大波动。



Q7：目前已经开工的企业做了哪些防控疫情措施？

近 6 成企业选择延迟开工或在家远程办公，这对于大部分企业及员工来说，开启了一种

全新的办公模式，这不仅是对员工自驱力的检验，也是是对企业组织管理能力、信息化应用

程度的挑战。

Q8：您企业内部 OA（协同办公系统）是否满足远程办公需求？

企业内部 OA 的完善程度决定着员工远程办公的工作效率，近 5 成的企业表示，内部

OA 可以满足远程办公需求，小部分企业信息化普及率不高，远程办公困难。



Q9：目前您的企业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哪些帮助？

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希望得到的支持：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对所有回答做了简单分类，但仍无法反映每个企业遇到的

个性化问题及实际困难。其中企业遇到的主要问题，排名前三的是“现金流紧张”43%、“无

法复工复产”37%、“疫情防控难度大”6%。在企业需要的支持中排名前五的是“资金支



持”25%、”政策扶持”19%、“减税减费”19%、“防疫物资支持”16%、“复工支持”

12%。

在回答中，我们看到在“现金流紧张”的分类回答中，有企业回应“最多支持 2 个月”

“只能维持一个半月”，还的企业面临上下游供应链影响，如原材料供应链所处地区受到限

制，或受下游厂商销售不利影响。有的出口企业甚至面临货物被国外企业拒收；在复工复产

方面，有些企业表示“只要复工复产，现金流就能得到有效缓解”，有些企业更担心“复工

后团队心理健康受影响”。而企业急于复工复产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是来源与现金流的紧张

压力。

虽然在企业遇到的问题中，现金流压力、复工复产的比例比较大高，但是在企业需要的

支持中，我们反而看到了“防疫物品急缺”这一答案。很多企业即使有了政策扶持，允许复

工复产、从而有机会缓解现金流，但仍没有足量的防疫物品支持复工复产，只能采取更为保

守的停工或逐步复工策略。

针对“需要政策扶持”这一项，我们将对政策的需求核心提炼为 3 点，第一，目前出台

政策多是按照地域为特性，各地管控力度不一致，对整个行业环境、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没

有受到政府关注。第二，希望针对本行业或本地区出具更优惠的政策。第三，是针对目前已

出台的政策如何落地执行是关注的重点。

调研小结

在全国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六至七成企业在现阶段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营困境。

这要求企业除了积极主动配合防疫之外，还需要结合所处行业、地域、政策的复杂情况，全

面分析当下所遇到的危与机，选择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前进路径。从整体市场发展趋势来看，

这里有几点建议供企业及相关政府机构参考。

1. 持续提升企业在线经营能力

企业在线经营能力不止是员工远程办公协同，还包括内部工作处理，如社保薪酬的自动

化办理，以及开展线上营销、强化品牌发声等。作为一家人力资源智能服务提供商，我们将

多个人力资源管理模块，如发薪报税、社保办理、协同办公进行了线上自动化操作，帮助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2. 修炼内功，升级组织与文化



在市场开拓、产品销售遭遇阻力的时候，企业可以聚焦组织、文化、人才等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发掘研究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自身产品与服务有什么可以再造升级的机会，组织、

文化如何适应企业发展阶段的需求，如何让团队凝心聚力、建立面向未来的勇气。

3. 企业有信心、社会有希望

在本次调研企业分布中，占据中国企业数量最大比例的中小微企业，以及用工数量最多

的制造业、地产建筑业，均受疫情影响较大。虽然目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企

业造血输血，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但对企业来说，仍然是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中求生存。

在疫情处理即将进入拐点之际，建议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能够针对受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或

重点企业可以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调研，细化各类优惠政策，明确执行落地细则，确保企业能

够平稳渡过难关。

本报告仅能说明安心工资条、爱薪工资条的 2730 家企业目前发展状况，仅供参考。

如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机构需对报告中企业现状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或开展其他相关

用工主题调研，欢迎与霖珑云科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