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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服务业的影响 

联合评级工商一部  王进取  蒲雅修  李昆 

 

2020 年春节前后，武汉地区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型肺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散，由于其具有

高度传染性以及目前尚无特效药对治，因此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慌。在政府部门和媒体的引导下，

全国大部分地区人民在疫情期间基本取消了外出和线下社交活动。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和行业

节后复工推迟或改为线上办公。本次疫情无疑对本就下行压力较大的宏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扰动。

本文力图展望本次疫情对国内消费服务行业（具体而言，如餐饮和住宿行业、旅游行业、影视行

业和游戏行业等）所产生的影响。 

 

1. 餐饮和住宿业 

此次疫情对餐饮和住宿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或将拖累 2020年住宿和餐饮业增速持续下降。 

受此次疫情影响，群体性聚餐取消和各大旅游景点的关闭，已经对 2020 年一季度的住宿和餐

饮业产生了重创。历史经验来看，回顾 SARS 期间，2003 年 4－6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明显放缓，分别为 7.7%、、4.3%和 8.3%，住宿和餐饮代表的服务业受影响最为明显，其中 2003

年 5 月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下降 15.5%，对 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形成

拖累。2003 年 6 月起，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开始反弹，8 月起增速恢复至 15%以上。

2004 年 5 月，由于 2003 年基数较小，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增速大幅上升。但

从 GDP 核算口径来看，2002－2004 年，住宿和餐饮业增速分别为 12.1%、12.4%和 12.3%，SARS

对 2003 年全年住宿和餐饮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这是因为消费者需求在疫情期间被压制，此部

分需求在疫情过后迅速得到释放，再加上当时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因此对于全年影响有限。 

 

图 1  2001－200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住宿和餐饮业当月同比增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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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趋缓，2017－2019 年，住宿和餐饮业增速逐年下降，分别为 8.2%、6.7%

和 6.3%。因此我们预计，此次疫情会使得 2020 年一季度餐饮和住宿业增速为负，疫情过后，消

费者需求可能会得到释放，但反弹程度可能不如 2003 年快速和充分，或将拖累 2020 年全年的住

宿和餐饮业增速持续下降。 

 

图 2  2000－2019 住宿和餐饮业（GDP：不变价：第三次产业：住宿和餐饮业）同比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预计住宿业将在疫情结束后得到修复，疫情将加速行业整合；餐饮业短期内现金流承压，经

营状况有望在疫情结束后快速恢复。 

住宿业方面，若此次疫情能够在一季度末得到有效控制，商务出行及旅游或将在二季度得到

修复。由于住宿业不太存在报复性反弹，预计全年经营受到一定程度负面影响。同时，酒店收入

主要来自于自营酒店收入和加盟费。疫情之下，消费者出行减少带来酒店营业额下降，锦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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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华住等酒店集团纷纷宣布减免部分加盟费用，在租金成本和人工成本的压力下，单体酒店现

金流压力较大，预计将加快酒店行业结构调整、弱势产能加速出清，促进国内酒店行业连锁化率

和集中度的集中，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餐饮业方面，回顾 SARS 经验，餐饮消费有望将在本次疫情在得到有效控制后快速回暖。在

疫情期间，餐饮业几乎没有营业收入，但同时仍需支付租金和人员工资，此部分刚性支出约占收

入的 20%~40%，这给餐饮业的现金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我国餐饮业中，95%的企业都是个体

工商户。餐饮龙头西贝在接受采访时称，“若疫情继续，现金流只够支撑三个月”。对于龙头企业

来说尚且如此，更何况长期处于歇业状态的中小微企业主。因此，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对整个餐

饮行业的打击越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 SARS 期间，目前我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

“外卖”这一新的用餐形式，部分餐厅在关闭门店的同时，通过外卖的方式进行线上销售，也使

得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缓解。 

 

2. 旅游业 

结合 SARS的历史经验，尽管目前本次疫情防控持续时间尚不确定，但对旅游行业来说，2020

年“五一”小长假大概率将受重创，“十一”黄金周亦不容乐观。 

旅游业方面，回顾历史经验，SARS 在 2003 年 3－4 月全面爆发，当年春节黄金周旅游未受

影响，但五一黄金周（7 天）被取消，SARS 疫情最终在当年 6 月得到防控。2003 年 7 月，随着

SARS 疫情的结束，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恢复跨省区市旅游和出境旅游经营活动的通知》，正式

解除对跨区旅游及出境旅游的限制。2003 年十一黄金周，我国旅游总收入 346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1.61%，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12.46 个百分点。这表明疫情过后，旅游行业全面恢复，但并

没有出现井喷式反弹。受 SARS 疫情影响，2003 年全年国内旅游收入 3,442.27 亿元，同比下降

11.24%；我国黄金周旅游总收入 603.60 亿元，同比下降 30.86%。 

 

图 3  2001－2008 年全国旅游总收入及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本次新冠肺炎开始于春节前，且本次疫情表现出潜伏期更长、传染性更强的特点。针对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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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国家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也更为严格。旅游业作为以人为主的服务行业，其人员聚集度高、参

与者来源广泛、跨地域性等特点使得其成为疫情监控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受疫情影响较为严

重的行业之一。 

2020 年 1 月 26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紧急通知，为扼制疫情蔓延，暂停旅游企业经

营活动，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之后随着 24

省事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各地知名景点及大型活动暂时关闭，已预购门票的可

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票。受此影响，超 4 亿人的旅行计划终止，旅行社和各大 OTA 平台（在

线旅行社）停工停团的同时加紧退款，中小规模的旅行社现金流呈现出较为紧张的局面。结合

SARS 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尽管目前本次疫情防控持续时间尚不确定，但 2020 年“五一”小长

假大概率将受重创，“十一”黄金周亦不容乐观。即使疫情结束后，与餐饮等其他行业相比，旅游

业的反弹也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因此就 2020 年整体来看受到的影响较大。 

 

3. 影视业 

“春节档”电影票房在疫情重创下几乎“颗粒无收”，对一季度的电影市场产生明显不利的

影响，进而将拖累 2020全年的票房增长。 

影视行业方面，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电影等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增强，

消费者的观影意愿逐渐提升，旺盛的电影需求带动了影视投资以及下游的院线建设。我国院线银

幕总数已由 2011 年的不足 10,000 块增长至 2019 年的 69,787 块，年均复合增长 28.67%。院线基

础设施的不断投入也带动我国电影票房收入逐年快速增长，2014─2019 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由

285.96 亿元增长至 635.93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17.33%，但随着市场的不断挖掘以及人口红利的消

失，在保持多年高速增长后，我国电影票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2019 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增速为

6.35%，与上年增速基本持平。 

2013 年，周星驰导演作品《西游降魔篇》选择大年初一 2 月 10 日上映，一举拿下当年票房

冠军；2014 年，又一部西游题材电影《大闹天宫》再次拿下国产片年度票房冠军。2016 年，经历

《美人鱼》破 30 亿元票房的疯狂以后，再也无人怀疑春节档的票房魔力，春节档正式成为了中国

电影最重要的档期。根据 Wind 数据，2014─2019 年，春节档票房收入占年度票房收入的比重分

别为 5.07%、4.13%、6.70%、6.00%、9.57%和 9.32%，呈上升态势，2019 年占年度票房比重已接

近 10%。 

 

图 4  2011─2019 年我国影院银幕总数及增速情况 图 5  2011─2019 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及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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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在疫情影响下，“春节档”电影票房在 2020 年无疑遭遇重创，首先在行业供给上，在疫情爆

发前宣发力度最大的《唐人街探案 3》《囧妈》《夺冠》《紧急救援》《姜子牙》《熊出没·狂野大陆》

《急先锋》7 部春节档影片在 1 月 23 日午间紧急宣布撤档，随后包括武汉、广州、上海等多地影

院宣布春节期间停业，从而导致 2020 年春节档票房低迷。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0 年 1 月 25

日（农历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181 万元，作为对比上年大年初一全国票房收入为 14.58

亿元，2020 年大年初一的全国电影票房收入锐降 99.88%。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将继续延续

一段时间，预计还会持续对 2020 年第一季度的电影市场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如果疫情将持续到 3

月到 4 月的话，那将拖累上半年的票房收入。 

特殊形势下，《囧妈》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前锁定部分收益，优秀内容制作方受疫情影响有

限；但院线方受重创，部分流动性储备不足的中小院线将面临一定流动性风险。 

《囧妈》在院线撤档以后，其内容制作方欢喜传媒与字节跳动签署合作，《囧妈》大年初一在

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抖音火山版和欢喜首映 App 上免费播放。 

1 月 31 日，另外一部原定于 2 月 14 日全国上映的动作喜剧电影《肥龙过江》正式提档至 2

月 1 日进行爱奇艺超前点映，成为继《囧妈》之后第二部改为网络播出的院线电影。 

我们认为，大银幕影片《囧妈》和《肥龙过江》的网络首播，是我国电影行业在“疫情”冲

击下的特殊商业模式探索。《囧妈》通过与字节跳动的合作，提前锁定了部分投资收益。同时也说

明，优质的内容制作方受本次疫情的影响有限。 

但院线方则无疑受到重创，票房分账收入剧减的同时，伴随着客流量的锐减，其餐饮等周边

收入也将随之锐减。在国家暂时还没有政策出台的情况下，关停的影院仍需要承担关停期间的租

金、设备和人员等成本，虽然万达商管在此前宣布万达广场免除所有商户一个月的租金及物业费，

但考虑到万达广场中主要仍以万达自有院线为主，能够受益的范围比较有限。在行业竞争激烈、

单银幕产出持续下滑的大环境下，电影院线端在 2020 年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部分流动性储备不足

的中小院线将面临一定流动性风险。 

 

4. 游戏行业 

本次疫情对游戏行业产生正面影响，游戏行业一季度业绩有望超预期。但部分中小型游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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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生产商可能受疫情影响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 

游戏行业而言，首先，部分移动游戏由于具备娱乐及社交双重属性，已经成为春节假期不可

或缺的娱乐方式。其次，在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发展下，人们减少外出活动；同时多个景点以及

多个地区的 KTV、网吧等娱乐场所暂停营业，游戏由此被动承接了消费者的娱乐需求。再次，各

地大专院校、中小学等推迟开学，假期的延长、娱乐休闲时间的增加长也将进一步刺激游戏需求。

伽马数据显示，2020 年春节期间 7 天，iOS 畅销榜前十名的游戏流水同比增长达到四成以上，远

超去年同期；排名 10~60 名的游戏流水增长幅度更高，超过了 100%。尤其是经典头部游戏，今

年春节期间回暖势头更加明显。七麦数据显示，以《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阴阳师》《梦幻西游》

等为代表的腾讯、网易系经典老游戏稳居 iOS 畅销榜前十名，其中《王者荣耀》2020 年除夕单日

流水高达 20 亿元，同比 2019 年增长约 50%。因此，短期来看，疫情导致居民短期内出行减少，

叠加春节期间各大游戏公司推出新玩法活动或买量等因素，整个游戏行业在今年第一季度业绩有

望超预期。 

 

图 6  2020/2/4─2020/2/10 iPhone 端游戏畅销榜前十名 

 

资料来源：七麦数据 

 

但另一方面，疫情同样对游戏行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疫情影响下，延期复工、项目延期等

将可能导致产品的完工进度受到影响，而我国游戏行业目前的竞争态势仍然是中小厂商占据多数，

一些中小型游戏内容生产商可能受疫情影响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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