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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节后企业的复工

复产。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要求，了

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广东企业青年复工带来的影响，搜集反映

集中的需求和困惑，2020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团省委向全省

16—40 岁的企业青年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对广东企业青年复

工的影响”专题调研，形成《新冠肺炎疫情对广东企业青年

复工的影响调研报告》，提出帮助企业青年更好复工复产的

对策建议。现予以编发。

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
2020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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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广东企业青年复工的影响

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本调研向全省 21 个地市的企业青年（年龄 16 至 40 周

岁）员工发放网络问卷，问卷题目涵盖员工复工情况、复工

困境以及复工心态等，共收回有效问卷 8750 份。

调研覆盖各个地市，以“90 后”为主。受访者中“90

后”（21 至 30 周岁）员工占比 71%；男性占比 51%，女性

占比 49%；工作地在广州、深圳的占比 44%，在其他珠三角

地市的占比 40%，非珠三角地市的占 16%。覆盖各类企业，

以基层员工为主。受访者工作单位属于国有企业的占 53%，

民营企业占 33%，外资企业占 5%；86%的受访者为基层一线

员工。覆盖各个行业领域。受访者行业归属中，居前三位的

制造业，占 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占

15%；建筑业，占 13%。

二、主要数据

根据调查，在广东全面复工第一周，50%的青年所在企

业于 2 月 10 日以集中办公的形式复工，10%远程办公一周后

集中办公。广州和深圳企业青年中有 64%已集中办公，珠三

角其他地市为 43%，非珠三角地市为 29%，显示出较大的地

域差异。随着疫情的向好趋势，更多的企业将于今起复工，

而数据显示，对于复工和今后的前景，多数企业青年仍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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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和茫然。

（一）企业青年对当前疫情形势下复工有一定顾虑

综合来看，虽然疫情的防控态势正在转好，但全面平复

仍有较大难度。因此企业青年对复工存在顾虑。一是疫情对

企业青年造成较大精神压力。调查显示，有 61%的企业青年

表示疫情给精神造成相当压力，其中 17%认为压力程度非常

大；仅有 2%的企业青年认为压力非常小。二是对当前形势下

复工存在担心和顾虑情绪。目前来看，44%的企业青年表示

不愿意复工，产生惧怕返岗、迫于返岗心态；愿意复工的企

业青年占比 29%，其中仅 10%非常愿意。而对复工的顾虑在

广深企业青年中比较突出，占 48%，明显高于珠三角其他地

市的 41%和非珠三角地市的 38%，这和当前广深防疫形势严

峻直接相关。三是对自身的健康保障最为担忧。83%的企业

青年担心疫情对自己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仅 10%的企业青年

表示不担心。具体来说，其对复工后健康保障的担忧包括缺

乏口罩等个人防疫用品，占 43%；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占

20%；工作场地人员集聚，占 34%。而广深企业青年的最担心

的是交通工具安全，占 34%；其他地市青年更多担心工作场

所人员聚集。

（二）企业青年对外部经济形势的判断以不确定性为主

一是企业青年对未来经济预期走向看法分化。据调查显

示，45%的企业青年对今年经济形势表示不确定。而显示出

乐观和悲观的比例类似，分别为 28%和 26%。值得注意的是，

民营、外资企业青年普遍比国企青年悲观，分别占 32%、30%

和 22%，表示乐观的占比分别是 21%、27%和 34%。二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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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青年表现出更消极的市场预期。从事住宿与餐饮、

房地产、文化体育与娱乐等行业的持“非常悲观”和“比较

悲观”态度的比例依次为 48%、38%、38%，表现出更为消极

担忧的市场预期，其他行业的青年消极市场预期的比例均在

18-32%之间。

（三）企业青年对自身发展前景较为担忧

一是企业青年最担心薪酬下降。身处不同层级和岗位的

企业青年，对复工后的关注点有所差异。以 90 后和 00 后为

主的基层员工和管理者复工后最担心的是薪酬下降，占比分

别为 57%和 56%；其次是工作任务加重，占比分别为 47%和

51%；还有房租压力加大，占比分别为 20%和 19%。担心裁员

的企业青年整体比例不高，占 13%。有 56%和 45%的企业负

责人与创业者担忧最多的是租金压力。二是民营企业和中小

企业青年经济压力加大。54%的国有企业员工和 47%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员工表示在复工前会照常全额发放薪酬。民营企业

青年员工受到薪酬降低的影响较大，照常全额发放的只占

27%，17%只拿基本工资，17%会停薪留职，8%拿最低基本工

资，经济收入来源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大。另外，中小企业1员

工的停薪风险（占 14%）也显著高于大型企业（占 4%）。（见

图 1）三是部分企业青年能积极调整并主动应对工作变化。

在被提问“如遇裁员降薪会采取何种方式应对”时，选择“留

意招聘信息，随时准备跳槽”的受访者占 45%，“参加继续

教育或培训学习”占 43%，“做兼职扩展收入来源”占 32%。

1 不同行业类型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略有不同，此处以零售业、批发业的中小

型企业指标阀值（从业人员分别小于 200 人和 300 人）为估算基准，将本问卷中

员工不足 100 人的企业纳入中小企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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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00 后的变动意愿明显高于 80 后。有 16%的受访者表

示选择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而选择“加大工作任务”、”

辞职自行创业“的占比分别为 15%和 10%。

图 1 各类企业复工前薪酬发放形式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严格

制止以审批等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但防控疫情是头等大

事，企业复工复产是另一件大事，两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互

相影响、甚至有所冲突。对于基层而言，前者的任务更紧更

重，影响更为直观。由于担心担责，部分管理部门可能会变

相采取方式提高企业复产、企业青年复工的门槛。

三、对策建议

一是把援企稳岗工作提升到和防疫抗疫同等重要的地

位来抓。密切监测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20 条落实情况，鼓励

有条件地方加大支持力度。在省级政策明确方向和提供基本

保障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区和不同行业应该有更大力度、更

加具体的措施，短时间全面掌握和响应解决各类企业的诉

求。同时尽快制定各类型企业复工受理部门、审批时限等具

体指引和细化的落地措施，简化审批程序，推行报备制，打

通复工最后一公里。

二是稳步推动劳动密集型重点行业复苏。如旅游、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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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等行业深受疫情影响，又容纳了较大的劳动就业岗

位，但及时复工的可能性也最低，需要等到疫情警报完全解

除才可复工，其中有些已经濒临倒闭。如北京最大的量贩式

歌厅 K 歌之王已于 2 月 9 日正式宣布破产关店，并与 200 多

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建议对这类企业建议采取“一行业一

对策”，对重要企业“一企一策”的方式加大支持力度。

三是探索灵活用工的新形式。搭建“共享员工”和“企

业互助”等用工供需对接服务平台。结合疫情影响的用工“淡

季”“旺季”，组织行业相近、岗位相似、线上线下不同产

业链的企业，帮助和指导建立企业间的用工调剂制度，实现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如日前阿里系盒马生鲜和大型餐饮连锁

企业西贝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为了帮助企业青年顺利

复工，团省委联合兼职猫开展“共享员工战疫”活动，仅发

布一天就收集有用工需求的企业 35 家，用工缺口合计 8500

个；人力输出的企业 23 家，可共享员工 3600 人，目前正在

做用工对接。建议将该做法进一步推广深化。

四是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受影响企业青年提供援助。

为受影响行业和企业青年减免房租或提供低价住宿，国有或

国有控股长租企业以及各类政府背景的青年驿站、青年公

寓、廉租房和周转房，为受影响行业和企业青年提供低成本

住宿。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青年提供房贷延期、居家隔离补

贴或贴息贷款。大力发展在线职业技能培训，目前针对中小

学生的在线课程很多，但针对成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则比较

缺乏，建议积极引导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大型招聘网站

以及企业自身积极组织开展职工在线免费培训，中小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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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纳入各地企业

职工培训相关专项资金补贴范围。

五是未雨绸缪，提前应对今年可能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

形势。受疫情影响，预计将有大量服务行业企业和中小微企

业的经营将面临极大困难。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因审慎起

见，也会降低人力成本、缩小用工规模，就业市场可提供的

岗位总数预计会明显下降。青年的就业压力增大，焦虑情绪

增强。由于疫情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现场聚集性招聘难以

开展，新就业大学生、新失业青年人群的安置工作将面临很

大的压力。建议试行疫情缓冲期“试就业”，降低企业用工

成本。将解决就业岗位数量纳入企业授信的评价标准，保障

高就业容量的企业不断资金链。

六是把握好舆论导向，既要坚定有信心，也要引导企业

青年做好与企业共同进退、共克时艰的准备。企业的生存是

企业青年权利保障的前提。既要考虑青年从业者的权利，更

要确保企业的顺利经营。在舆论上要支持企业发展，主动考

量企业难处，不宜将压力全部由企业主来承担。对一些困难

企业，既要强化政府支援，也支持鼓励员工主动降薪。

（执笔人：广东省青少年事业研究与发展中心文嘉、黄丽萍、

郑金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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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委办公厅，团中央办公厅，王伟中、张光军同志；

发：各地级以上市团委，省有关单位团委（团工委），

各高校团委，各县（市、区）团委；

送：省直各相关单位党组（党委），各地级以上市党委，
各高校党委。

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3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