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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我市文旅企业影响调研分析 

为深入了解新冠疫情对重庆文旅企业的影响程度，准确掌握

我市文旅企业受疫情影响后的具体困难与诉求，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和我市文旅产业恢复发展工作，市文化旅游委会同市委宣传部、

西南大学在全市 41 个区县范围内开展了新冠疫情影响调查工作，

从全市 13410 家文旅企业分层随机抽样 1537 家调研样本，涉及文

化和旅游产业共计 13 个门类。调研发现，新冠疫情对重庆文旅企

业发展产生三个方面影响： 



  — 2 — 

一、营收下滑现象较为突出，文旅产业损失较为严重。接近

95%的文旅企业营收同比呈下降趋势，从整体影响程度看，

48.17%的企业经营出现部分困难，但能勉强维持；14.84%的企

业经营暂时停顿；26.96%的企业面临倒闭风险，以广播影视放映

为代表的文化传播渠道类企业和旅行社受疫情影响时间最长，规
模越小的文旅企业复工率越低。流动资金紧缺（64.80%）、庞大

的房租税费支出（63.64%）和市场订单减少（54.47%）是当前

文旅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除此之外，债务偿还难度大（39.86%）、

经营成本提高（35.56%）以及人员流失（26.65%）是文旅企业

关注的重点问题；融资难（19.11%）、经营项目亏损以及订单合

同难以履行（16.12%）加大了文旅企业经营难度。 

二、流动资金需求强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是最主要的政策

诉求。绝大部分企业储备资金在 50 万元以下，48.7%的企业不具

备储备资金，反映出文旅企业资金抗风险能力较弱。疫情的爆发

加剧了企业的资金需求，据测算总体资金需求在 30 亿元以上。所
需资金主要用于缴纳税费、房租、水电（73.66%），员工工资

（69.00%）和维持现有项目运营（55.40%）等生产运营成本支

出。目前已享受金融类、财税类和生产经营类扶持政策的文旅企
业平均占比分别为 5.49%、28.59%和 28.22%。另外，除本身不

具备申报资格（如并非中小困难企业），也有政策因素导致企业无

法享受相应政策：如贷款担保等政策对成立时间、企业产值、营

业额等门槛限定较高，经营网吧等企业无法取得银行贷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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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供房租、水电费等补贴（77.00%），给予企业员工稳岗补贴

（70.24%）占据政策诉求比例最高。加强生产经营类政策扶持仍

是缓解企业复工复产的重点工作。 

三、文旅企业通过不同方式积极自救，在疫情压力下坚强求

存。降低除人力之外的生产成本、减少开支（61.46%）是疫情后

重庆文旅企业最主要的应对方式，另有 29.4%的企业通过降薪裁

员减少资金压力。与此同时，企业通过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创新
营销方式（32.25%），实行弹性工作制、增加线上办公（21.52%），

研究消费新热点、布局新市场（19.97%），调整年度目标

（24.55%），加强客户管理（28.05%），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15.62%），积极申请政府资金（12.28%）和向银行、民间等借

贷融资（17.48%）等方式加强自救。疫情也同步推动文旅企业转

型发展，31%的企业有企业转型计划，包括转向线上营销

（20.44%）、引入资本或企业合作（16.16%）、转向轻资产投资

（12.12%）、利用数字技术提档升级产品和服务（10.41%）、拓

展国际市场（5.59%）和重视 IP建设（4.6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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