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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分别出现了两起黑天鹅事件，其一

为中美贸易战，其二为新型冠状病毒，这两起事件对整个全

球科技、传媒和电信(TMT)产业链造成了大小不一的影响，

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逐步显现出来。为此，

我们对国内TMT行业高管进行了调研，了解业内对2020年前

景的看法，在疫情复工后与中美贸易战中所采取的应对措

施，以及对公司业务模式和运营流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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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压力，双重迭加”

从调研来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TMT
企业所带来最大的影响前三项分别是：

业务渠道模式的转变，客户的留存与增

长，以及与现金流、运营成本相关的财

务压力，特别是在消费需求减弱，渠道

缩减的双重夹击之下，多数企业面临了

运营以及财务上的挑战。在供应链管理

与产能布局方面，电子产业除了延后复

工所损失的工作天数外，也面临生产线

作业员返工率低，以及各类物料短缺的

问题，导致生产力不足。在通信行业, 部
分5G应用示范项目延期，同时由于武汉

拥有全球最大光纤供应链，而5G的光纤

需求是4G的2倍以上，因此对5G既有发

展进程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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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次疫情对贵公司可能造成影响最大的是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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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机动应对”

目前多数TMT企业已复工，而身为科技

型企业，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了诸多手

段应对，减少对业务的冲击，其中包含

了实行灵活工作制，追踪全体员工健康

状况建立应急管理团队，以便针对疫情

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以及建立复工可持

续发展计划。由此可见，多数企业在应

对疫情时已经能够快速反应，将对客户

的影响降至最低，并在复工后拥有相对

完善的风险监控机制。

图：贵司针对本次疫情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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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增长，善用技术”

科技型企业2020年最关注的议题则是如

何保持业务增长，而实现业务增长需要

清晰的战略规划、敏锐的市场洞察、运

营与技术的支撑保障、以及对风险的合

从行业层面看，长期居家使得消费者娱

乐需求自线下转至线上，游戏、视频等

产业在短期内呈现出用户人数增多、娱

乐时间增长等特点；除了娱乐方面，在

线教育加速发展。全国高校、中小学推

迟开学时间，因此中小学生在家学习为

在线教育平台提供了契机。借助此次机

会，在线教育平台有望提高其普及率，

也为长期的教育资源均衡、创新型个性

化教育模式提供了发展基础。而成人职

业在线教育由于目标客户明确与支付能

力强，也将有更多的机遇。电子商务借

助智能物流与数字技术，实现进一步

突破。随着近年数字技术和算法的发

展，电商平台能更精准地匹配消费者需

理管控。此外，如何加快数字化脚步，

利用人工智能+云+大数据等技术以获取

竞争优势亦是企业最聚焦的议题 。

求，物流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成为更重要

的议题，为电商的升级换代提供新动

能。AR/VR、无人机、机器人也将为各

电商应用场景提供技术支持。人们对于

医疗健康更加重视，相关的健身、医疗

咨询与公开课市场相应进一步打开。由

5G支持的下游应用场景，如远程医疗

等需求提升，同时促使人工智能、 区块

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物联

网等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而远程办公迎

来全新的发力点，各互联网公司均已推

出针对企业的在线办公服务平台，需求

增长使得“云办公”或将成为新潮流，

改变办公室的运作模式。

图：2020年贵司最关注的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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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节流，强化布局”

对于本次调研的企业来说，2020年振兴

业务最重要的两个方法为分别是：成本

控制管理和加快新品上市。此外，强化

资源的布局，加强生态合作也是重点之

一，而近半成的企业表示会探索布局更

多的在线业务模式，而在前期数字化脚

步较慢的企业也表示会加快数字化转型

的脚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图：待疫情过后, 贵司将采取哪些措施振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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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需求不定”

在挑战方面，2020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

市场和销售活动受限而无法开展，以及

由于市场波动造成需求上的不确定性，

这两项成为业务增长最重要的阻力。值

得注意的是，尽管远程办公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无法面对面沟通的问题，但是其

效率在许多高管心中并不是最佳的工作

方案。远程办公对复工无疑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然而部分企业第一次接触远程

办公，没有相关经验累计，需要进一步

培养能力。

此外，由于仓库和物流限制无法将产品

运送到终端，伴随着日本与韩国疫情的

扩散，全球电子相关行业受到的波及可

能持续到2020年第二季度，部分在产

能上可能无法达到指标。不仅是在供给

端，从需求端来看，当今全球经济高度

依赖，冲击将体现在全球经济账面上，

若由此导致消费需求下降，将对整体电

子产业带来考验。

反之，如芯片设计因为无需生产厂房，

加上近年设计与晶圆代工持续构建云端

设计与验证环境，受冲击较小。在晶圆

厂，厂房自动化的程度也相对较高，所

受冲击不如封测行业，但是人员返工率

以及交通限制仍会使产能低于预期，仍

须时日方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图：贵司2020的业务开展面临最大的挑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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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困难，合作受限”

在本次调研中，由于有近七成的企业并

无与美国进出口业务，因此在中美贸易

争端中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而部分受影

响企业则表达了拓展海外市场遭遇阻

碍，以及合作计划受限甚至中止。

图：迄今为止中美贸易战对贵公司进出口最大的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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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发，减少依赖”

尽管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阶段性休停，但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持续性的影响，部分企

业将加大自主研发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尽可能抵消受到的冲击。近年来各事件促

使行业反思，从长远战略上重新考虑。无

论从2019年日本对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出

口限令，或是中国高端制造业所受到的限

制，包括疫情影响，使得国内科技制造

企业重新审视采购和供应管道企业，并对

国产化迫切的需求超过以往 。某大厂客

户过去可能有八成的材料依赖国外企业供

货，但目前已经表示希望材料来自国产。

图：在中美贸易战影响下，贵公司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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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前瞻，升级产业”

目前，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正在起

草“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针对

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围

绕补短板、促升级、增强产业创新力和

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将是“十四

五”规划中的关键内容之一。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

求，突破技术瓶颈，掌握核心技术，而

受访企业家认为对十四五规划会侧重

5G，云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网络安

全。尽管当前这些技术已经广泛使用 ，
但如何能够更深层次的应用到各行业，

同时加快新技术的研发，运用高新技术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迈向数字化极为

重要。

图：您认为十四五规划TMT会侧重以下哪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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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过后 信心依旧”

总体来说，多数企业高管对2020年依

然信心十足，超过六成受访者对2020年
TMT行业的信心与前景表达了乐观的态

度，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全年业务能够

达标，约三成高管则持保留态度。具体到

对2020年企业营收表现，约三成表示全

年收入将小幅下滑，低于20%区间。

图：整体来看, 您对2020年TMT行业的信心与前景如何?

图：贵公司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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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调研可见，多数科技行业高管对2020年抱有较大的

信心，短期来看，两只黑天鹅确实会对科技部分产业造成一

定影响，但长远来看，这将更加检验我国科技发展现状，也

看到了许多硬科技如自动行驶车辆、无人机、热成像摄像头

加速落地。

因此，处于经济低谷周期的企业若能在战略管理方面进行

有效投资，通常都够在逆行周期后出现市场价值的超越性

提升。而企业能否抓住机会化解危机使之成为颠覆性的转

机，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战略选择与储备。对企业来说，短期

需在妥善战略调整之下，洞悉市场需求，供需多情景模拟，

控制成本，优化结构，调整产销计划，柔性调整生产安排，

加强上下游可视和协同，化解供应链不确定性，同时启动供

应链应急计划，监控供应风险，并给予供货商适当支持，攻

克时艰，以推动企业稳增长、优结构、增效益。中长期来看，

企业需持续推动数字化与智慧化，以能力导向、技术赋能、

协同共赢, 深化生态圈协同和长期共赢，构建资源网络，同

时开辟新型在线服务打造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在积极灵活的战略调整之下，我们相信未来TMT产业能够

强势反弹，并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支撑国家创新发展的战

略实施，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展望  | 风雨过后，信心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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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592 2107 259

西安

中国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9号
绿地中心A座51层5104A室
邮政编码：710065
电话：+86 29 8114 0201
传真：+86 29 8114 0205

北京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
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二办公楼8层
邮政编码：100738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8518 1218

长沙

中国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109号
华创国际广场3号栋20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86 731 8522 8790
传真：+86 731 8522 8230

成都

中国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65号
中海国际中心F座17层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0317 3500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
环球金融中心43层
邮政编码：400010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7 0978

大连

中国大连市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15楼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广州

中国广州市珠江东路28号
越秀金融大厦26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86 20 8396 9228
传真：+86 20 3888 0121

杭州

中国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9号
赞成中心东楼1206-1210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86 571 8972 7688
传真：+86 571 8779 7915 / 8779 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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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德勤中国是一家本土注册成立的中国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

中国的合伙人所拥有。敬请访问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通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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