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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业复工速度快的十个城市的 

经验做法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显示，截至

4 月 3 日全国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达到 80.6%，消费复苏

率为 50.9%，复工复苏趋势向好。西宁、宁波、乌鲁木齐、深

圳、福州等十个城市的商户复工率排在 36 个重点城市的前

十位。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成为

当前的工作重点。生活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拉动内需、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人对人

服务多”、“线下场景占比高”等特点决定了生活服务业的

复工复产难度大。建议营造安心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者的

消费信心；按地区应急响应级别实施差异化政策，因时因地

制宜促进商户复工复产；发挥餐饮业复苏信号灯的作用，带

动生活服务业整体全面复工。 

 

 

为了衡量疫情后生活服务业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的恢

复情况，美团研究院设计了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该指数根

据美团等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以及官方公布的权威数据，对

生活服务业的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进行测度，构建了两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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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指标“商户复工率”、“消费复苏率”。从近两周（2020

年 3月 21日至 4月 3日）的日平均商户复工率来看，西宁、

宁波、乌鲁木齐、杭州、深圳、福州等十个城市排在 36个重

点城市（包括 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

5 个计划单列市）的前十位。这些城市采取的推动复工复产

的政策措施具有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我国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的变化情况 

（一）全国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稳步回升，趋势向好 

从生活服务业的商户复工率、消费复苏率两个指标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生活服务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一是断崖式下跌期，腊月廿五（1 月 19 日）至除夕（1

月 24日）期间两项指标同步骤跌；二是持续低迷期，正月初

一（1月 25日）至正月十六（2月 9日）期间两项指标同步

低位徘徊；三是复苏回暖期，自正月十七（2月 10日）以来

两项指标均开始缓慢回升。4 月 3 日，全国生活服务业商户

复工率达到 80.6%，比 2月 9日提升了 62.9个百分点，趋势

向好（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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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与消费复苏率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截至 4月 3日 
 

3月 21日至 4月 3日两周的日平均数据显示，五线城市

整体商户复工率已经达到 85.8%，城市线级越高越发达的地

区，商户复工率越低。四线与三线城市整体商户复工率分别

为 80.9%、78.5%，二线城市整体商户复工率为 76.9%，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76.6%），新一线与一线城市的整体商户复工

率分别为 72.1%、70.9%，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4.5和 5.7个百

分点。 

（二）应急响应级别越高的省市，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

率越低 

2020年 1月 23日至 29日，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

31个省区市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截至

3 月 26 日，除湖北、北京、天津、河北以外的 27 个省区市

已经解除了一级响应，分别将响应级别下调至二至四级不等。 

越高级别的应急响应意味着越严格的管控措施。随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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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逐渐下调应急响应级别，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稳步提升。

3月 21日至 4月 3日两周的日平均数据显示，一级响应的四

个省市（湖北、北京、天津、河北）的平均复工率为 55.5%，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1.1个百分点；二级响应的 10个省市平

均复工率为 7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7 个百分点；三级

响应的 15 个省市平均复工率为 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5个百分点；四级响应的青海和新疆的平均复工率为 87.9%，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1.3个百分点。 

（三）西宁、宁波、乌鲁木齐、杭州等城市的生活服务

业商户复工率在 36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靠前 

从近两周（3月 21日至 4月 3日）的日平均商户复工率

来看，西宁、宁波、乌鲁木齐、杭州、长春、银川、深圳、

南京、昆明、福州等十个城市排在 36个重点城市（包括 4个

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5个计划单列市）

的前十位。这十个城市的商户复工率均超过 77%，平均值为

80.7%，高出全国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 4.1个百分点（见表

1）。 

餐饮商户复工率排在全国前十位的城市是：西宁，宁波，

杭州，银川，昆明，乌鲁木齐，南京，长春，深圳，南宁。

这十个城市的餐饮商户复工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9%）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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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 TOP10 城市 

排名 TOP10 城市 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 

1 西宁市 86.6% 

2 宁波市 84.3% 

3 乌鲁木齐市 83.2% 

4 杭州市 82.7% 

5 长春市 79.5% 

6 银川市 78.7% 

7 深圳市 78.4% 

8 南京市 78.0% 

9 昆明市 77.9% 

10 福州市 77.5%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截至 4月 3日 

 

表 2  餐饮商户复工率 TOP10 城市 

排名 TOP10 城市 餐饮商户复工率 

1 西宁市 90.9% 

2 宁波市 88.1% 

3 杭州市 87.9% 

4 银川市 85.5% 

  5 昆明市 85.2% 

6 乌鲁木齐市 85.1% 

7 南京市 85.0% 

8 长春市 83.8% 

9 深圳市 83.7% 

10 南宁市 82.9%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 ，截至 4月 3日 
 

二、西宁、深圳、福州三个城市促进生活服务业商户复

工复产的主要举措 

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排名靠前的十个城市分布于多

个城市线级和应急响应等级（见图 2）。从前文分析可知,城

市线级越低（五线最低），应急响应等级越低（四级最低），

商户复工率就越高。我们选取西宁、福州、深圳这三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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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同类型的代表性城市进行分析。 

城市

线级 

四线    西宁（1） 

三线  银川（6）  乌鲁木齐(3) 

二线   长春（5） 

福州（10） 
 

新一线  南京（8） 

宁波（2） 

杭州（4） 

昆明（9） 

 

一线  深圳（7）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应急响应级别 

图 2  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排名前十城市的分布 

 

（一）西宁市：强化要素保障，借助餐饮业带动生活服

务业复工复产 

西宁市 2月份的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一直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随后青海省及西宁市发布了一系列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措施，西宁市的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从 2 月 24 日

开始加速提升，在 3月 4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是样

本城市中商户复工率最高的城市（见图 3）。西宁市生活服

务业相关的复工政策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强化要素保障，

二是借助餐饮业复工复产来带动生活服务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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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宁市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截至 4月 3日 
 

1.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复工政策落地见效。2月 11日青

海省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推动重

大项目开复工政策措施》的通知，从财税支持、金融支撑、

企业减负、优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等多个方面支持和帮助

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随后西宁市在 2月 21日印发《西

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推动重大项

目开复工政策措施》，落实青海省政策部署。2月 24日，西

宁市政府再次印发《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企业商业

复产复工和重大项目开复工》，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复工政

策落地见效。其中，与生活服务业相关的政策包括：（1）进

一步提升审批办事效率。对涉及医疗器械生产经营、食品生

产许可等事项，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全面

实行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办”，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容

缺办理”，开展一对一跟踪服务，最大限度减少审批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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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水电气等要素保障。（3）加强防疫物资保障。加

强防疫物资统筹协调，主动对接调运口罩、消毒液等物资，

保障企业商业和项目施工单位防疫物资需求。（4）提供企业

通勤服务。公交公司等交通运输单位可根据企业实际需求，

提供专班专线，实行点对点通勤车辆服务，保障企业职工上

下班需求。 

2.通过餐饮业带动生活服务业复工复产。餐饮业是生活

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期间起到了复苏信号灯的作

用。餐饮（特别是堂食）往往是多人同桌就餐，并且在用餐

期间无法佩戴口罩，这种环境下易于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人

际传播。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对餐饮业单独发布的复工政

策能够传递重要的信号：一是对消费者而言，政府有信心恢

复餐饮业说明疫情已经得到有效防控，餐厅、饭店在相关政

策的规范指引下具备了安全用餐的条件；二是对其他线下生

活服务行业而言，可以将餐饮业作为重点行业，通过采取一

系列有效方法，如制定行业卫生防疫规范、探索线上线下结

合等新模式，带动复工复产。 

青海省于 2020 年 2 月底专门印发了《关于有序推进全

省餐饮行业全面恢复营业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1）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制定发布餐饮行业疫情防控、卫生防疫规

范或指南，指导其落实防控措施，规范经营行为。（2）在租

金、税费、融资等方面，对疫情防控期间餐饮行业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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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支持。（3）给予专项补助支持，积极鼓励引导餐饮行业

开展网上经营和推广打包消费模式，对第三方订餐平台和开

展后厨网上经营的餐饮企业，在同城配送服务方面给予适当

支持。（4）协调落实防疫用品，保障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

品的供应。随后，西宁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餐饮单位开复工

提示和疫情防控期间的食品安全提醒，期间印发了《关于有

序推进全市餐饮行业恢复营业的通知》《西宁市大中型餐饮

服务单位开复工核查（自查）标准》《开复工疫情防控承诺

书》《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食品经营者规范处理积压食品原料

的安全提示》等，及时将餐饮行业开复工条件要求以通告、

电话、微信等方式告知各餐饮经营主体。 

（二）深圳市：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科学有序推进复工

复产 

深圳市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在 2020 年春节之后一直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 4）。作为一线城市，并且处于应

急响应等级较高的地区，深圳市能够实现较高的复工率，一

个重要经验是有效实施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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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深圳市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截至 4月 3日 
 

2月 18日，广东省出台分区分级防控工作指引，分 4级

差异化防控。这种防控策略能够突出重点，科学精准施策。

在实行分区分级防控的基础上，如何有效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深圳市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2月 20日，深圳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印发《关于落实分区分级防控措施科学有序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的通知》。重点内容包括：（1）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统筹兼顾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工作。对

于各辖区，每周评估，动态调整评估结果，按照对应防控等

级落实交通卫生、公共场所活动、社区村居、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等方面疫情分级防控措施。（2）压实企业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两个主体责任，有力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在做到

“防控机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设施物资到位、内部管理

到位”四项要求前提下，落实员工健康等级、厂区封闭管理、

全面安全检查等八项具体措施。（3）建立最严格的岗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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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确保各项制度措施落实到位。 

为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深圳各区推

出“一区一策”，比如罗湖区在全市率先取消企业复工复产

审批；南山区由“先报备、后复工”向“先复工、后监管”

转变；宝安区提出企业自查防控举措并贴出公示即可复工；

福田区为企业送出 10 亿元专项资金“大礼包”；龙华区发

布《关于提振商贸业消费的若干措施》，通过发放消费代金

券等形式，鼓励餐饮、服装、汽车等消费，支持线上和特色

消费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提振消费信心，有效促进消

费回补和潜力释放。龙华区与美团合作，从 4月 5日上午 10

时起在美团、大众点评 APP上发放 3000万元的电子消费券，

美团平台进行配比，取得了促进餐饮消费的良好效果。 

（三）福州市：稳定用工队伍，为复工复产打好基础 

福州市是 36 个样本城市中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恢复

最快的城市之一，2 月 21 日的复工率为 42.5%，在 36 个样

本城市中最早超过 40%；2 月 25 日的复工率达到 50.8%，在

36 个样本城市中最早超过 50%（见图 5）。福州市生活服务

业商户复工率恢复快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及时发布复

工政策，二是重点扶持用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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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福州市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生活服务业复苏指数”，截至 4月 3日 
 

福州是最早出台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城市之一。早在

2 月 4 日，福州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帮助中小微企业应对

疫情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随后在 2月 5日，北京、上海、

浙江相继出台了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这些省市的政策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降低企业要素成本、减免财政税收、提

供金融保障。相比较来看，福州市在推出的政策措施中专门

强调“稳定用工队伍”，与金融服务、减免税费并列提出，

将它们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为复工复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具体措施包括：（1）返还失业保险费。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2）

对实施“留岗留薪”企业予以补助。对用工人员属湖北等疫

区，且因疫情延迟返岗给予“留岗留薪”的企业，根据核定

的“留岗留薪”人员数量，按照福州市人均月最低工资标准

的 50%予以补助。（3）缓缴社会保险费。对因疫情影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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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纳，

期间不予加收滞纳金。（4）企业稳就业奖励。对春节期间为

防控疫情提供紧缺急需物资保障生产的企业、保障民生的商

贸配送企业提供一次性稳就业奖补。 

三、启示与建议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成为当前的工作重点。生活服务业作

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拉动内需、扩大就业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人对人服务多”、“线下场景占比高”

等特点决定了生活服务业的复工复产难度大。西宁、深圳、

福州等城市采取的推动复工复产的举措具有借鉴价值和启

示意义。建议各地政府重视下述方面的工作，大力推动当地

生活服务业商户的复工复产。 

（一）营造安心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要协同生活服务业商户营造

安心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从而确保复工商

户的可持续经营。建议一是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做好各

类服务场所的防控指引、服务规范指导，协调落实防疫用品，

保障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的供应。二是对生活服务业不

同细分行业分别制定实施细则，比如住宿业用品用具应一客

一换一消毒。三是加强与美团等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合

作，积极推广放心店、安心店，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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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这些消费场所足够安全的信号，带动消费者恢复消费信

心。 

（二）按地区应急响应级别实施差异化政策，因时因地

制宜促进商户复工复产 

各地区的应急响应级别不同，而且随着疫情逐渐缓解，

应急响应级别将陆续下调，这就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落实好

“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要求，根据区域所处的疫情风

险等级采取恰当的疫情防控策略，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降到最低。针对各类在疫情中受损的企业，要落实中央

和各省市在税收、财政、金融、社保、稳岗就业等方面的各

项扶持政策，切实减轻生活服务业商户和生活服务电子商务

平台的负担、降低运营成本，帮助生活服务业商户克服各类

困难，恢复正常经营，提振发展信心。此外，要加强企业员

工返工复岗方面的支持工作，做好外地员工进入本地的接收

工作，关心员工生活、优化用工服务、稳定用工队伍，为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做好用工方面的保障；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三）发挥餐饮业复苏信号灯的作用，带动生活服务业

整体全面复工 

餐饮业是生活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期间起到

了复苏信号灯的作用。可将餐饮业作为突破口，通过采取一

系列扶持措施，如给予餐饮行业专项补助支持，鼓励引导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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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开展网上经营和推广打包消费模式

等，加速餐饮行业复工复产。各地政府可加强与美团等生活

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采取“政府餐饮消费券+平台优

惠券+商户消费折扣”的方式，增强财政资金引导餐饮消费

的杠杆作用，精准惠及商户与消费者，重振商户和消费者信

心，促进餐饮行业的全面复工，进而带动生活服务业的全面

复工，加速产业回暖和消费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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