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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因为A、B类回收率只有55%左右，未反馈的受助方存续情况不确定，存在实际恢复情况比反馈更差的

可能性。制造业回收率较高，比较贴近真实情况，所以行业差别的实际差异可能会更大。

根据2498份问卷反馈的数据显示：
1 、受 助 个 体 户 及 企 业 在 获 批 资 助 后 存 续 情 况 良 好 ，整 体 存 续 率 均 在 9 3 % 以 上 。

2 、餐 饮 业 相 比 其 他 受 助 行 业 存 续 率 低 ，但 仍 达 到 9 3 . 2 3 % ，住 宿 业 及 制 造 业 更 达 到 了 1 0 0 % 。

为更好地了解“和衷共济”受助项目发展情况，开展

项目成效评估工作，双创公益基金会对4462家获资

助 的 个 体 户 及 企 业 进 行 了 线 上 抽 查 调 研 工 作 。

详细问卷可查阅：http://lxi.me/21fez.

本 次 问 卷 设 计 侧 重 了 解 受 助 单 位 存 续 情 况 、人

员 流 动、发 展 经 营 的 基 本 情 况，进 而 判 断 受 资 助

单位的恢复情况和生存状态，并针对受资助单位的

资金使用的合规情况进行了核查。

截至7月31日，共计收回有效问卷2498份，其中：

     A类个体户

收回有效样本1584份，占该类别资助总数52.8% 

     B类微型企业

收回有效样本660份，占该类别资助总数量55%

     C类小型企业

收回有效样本254份，占该类别资助总数量95.4%

本报告是基于2498份回收样本，分别对受助

方的发展、行业类别等数据进行分析。

受助方抽查调研概况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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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达成情况02

和衷共济目标回顾

对受疫情冲击大，能持续运营的顺德小微企

业 提 供 3 个 月 资 金 支 持，帮 助 渡 过 困 难 期 ；

提升受助方生存发展的定力，提振社会信心；

减少顺德个体户及企业裁员，确保就业与社

会稳定；

动 员 更 多 社 会 贤 达 参 与，共 同 应 对 危 机，营

造反哺社会的良好社会氛围。

总目标 目标受益群体的选择

衡量指标

具体目标（资助目标）

A 类 个 体 工 商 户 3 0 0 0 家，每 家 资 助 2 万 元 ；

B 类 微 型 企 业 1 2 0 0 家 ，每 家 资 助 5 万 元 ；

C 类 小 型 企 业 2 6 6 家 ，每 家 资 助 3 0 万 元 。

项目受益群体：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

A 类 个 体 工 商 户 ：零 售 业 、餐 饮 业 、住 宿 业 、旅

游 业 及 居 民 服 务 业 ；

B 类 微 型 企 业 ：制 造 业 、餐 饮 业 、零 售 业 、住 宿

业 及 旅 游 业 ；

C类小型企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

计划资助周期和总金额

项 目 周 期 ：2 0 2 0  年 2 月 1 日 - 2 0 2 0 年 4 月 3 0 日

项目总金额：2亿元

救 急 、普 惠 、定 位 准 、速 度 快 、资 助 面 广 ；

公 开 、公 平 、公 正 、透 明 。

佛 山 市 委 副 书 记 、顺 德 区 委 书 记  郭 文 海 为 项 目 团 队 点 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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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领 导 工 作 会 议，为 项 目 开 展 提 供 多 部 门 协 作 支 持 。

“ 和 衷 共 济 ”工 作 小 组 。

和衷共济达成情况 

救 急 ：提 供 资 金 支 持，舒 缓 受 助 企 业 困 难 期

的资金压力；

定 位 准 ：提 升 社 会 信 心，确 保 了 就 业 与 社 会

稳 定，极 大 提 振 经 营 信 心，社 会 反 响 很 好 ；

普惠，资助面广：计 划 资 助 4 4 6 6 家 个 体 工 商

户及小微企业，实际资助了4462家；

速 度 快 ：于 2 0 2 0 年 4 月 2 3 日 完 成 全 部 的 资 助

金拨付，项目周期比原计划提前1周；

企业反哺社会的慈善传承：不少受助企业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吹起慈善传承之风。

达成

资金使用规范性：在核查C类受助企业线上提

交的证明材料后，发现有22家企业未完全按

协议约定的范畴使用资助金，有22家提供的

材料无法证明资金使用情况，另有12家企业

未反馈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成

受助方营收情况：关注在获资助后是否恢复正常营业，判断受助方在疫情影响过后的持续经营能力;

受助方员工变动情况：通过了解在获资助前后的人员数量变化，判断受助方就业稳定情况；

受助方产能恢复情况：反应现阶段的产能恢复水平，评估受助方复工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反馈：通过了解资金使用维度与投放比例，判断资助金是否符合项目设计预期。

关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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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款使用情况03

总体概况

C类小型企业情况

资助款的使用整体较符合预期和规定，受助单位资助金支出主要落实在人工、租金和水电三个方面,其中：

80%以上的受助单位表示资助金主要使用在人工及租金上，其次是水电；

27.62%的受助单位表示也应用在了原材料购买上；

还有5%左右的受助单位表示有应用到了产品开发、物业管理及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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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资助金使用领域情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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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助方整体资金使用情况占比

80.54 % 83.91 %

61.01 %

27.62 %

4.68 % 5.40 %
3.92 %

单
位
：
万
元

第 三 期 C 小 型 企 业 共 计 资 助 7 9 8 0 万 元，根 据

数据汇总反馈，受助企业已投放使用6312.25万元。

其中，应用在租金上的额度占比最大。

由于第三期C类小型企业资助协议严格要求资

助款必须用在规定范围内：即用于人员防疫物

资、租金、员工薪酬、水电费、物管费用，不 得 用

于 股 东 个 人 消 费 或 其 他 与 企 业 经 营 无 关 的 用

途 。

因 此，实 际 应 用 可 能 存 在 落 差，选 择 其 他 使 用

类 别 的 企 业 需 根 据 其 上 传 的 银 行 流 水 进 行 判

断核实，必要时进行实地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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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共济”项目组走访第三期拟资助企业。

第三期问题及应对

应对措施：

持续跟进未提交资金使用情况的企业反馈；

对可能存在挪用资金的企业，后期开展实地抽查，着重核查其资金真实使用情况：合理的可放宽；

但若存涉及与企业经营无关的情况的，应发出正式公函表明基金会意见。

序 号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数 量 占 比 备 注

1

2

3

4

5

已作资助金反馈，且合理使用资助金，无剩余的

已作资助金反馈，且合理使用资助金，还有剩余的

已作资助金反馈，但提供无效的证明材料的

已作资助金反馈，存在未按要求使用资金的

未反馈资助金使用情况的

1 2 2

8 5

2 5

2 2

1 2

4 6 %

3 2 %

9 %

8 %

5 %

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证明
其 反 馈 的 资 金 使 用 用 途

存在法人提现，还贷，支付货款等

2 6 6 1 0 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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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方发展情况04

疫情前后受资助单位的营收情况（行业差异）

注：住宿业样本较少（共资助41家，回收24家),可能与该行业整体的真实营收情况有差异。

营收增加的受资助单位% 营收减少的受资助单位%

营收情况（行业差异）

结论：以上数据反映，受助单位中各行业均有营收受损的情况，受助行业中反馈受损的单位占比均在
17%以上，住宿业和服务业影响尤为显著，超5成。相反，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较为良好，约有
三成企业反映获批资助后营收有增长。

对于餐饮业、零售业、住宿业和居民服务业：在疫情影响下，人流量减少，有超过18%以上的受助单位

表示营收有明显减少，其中住宿业和居民服务业减少尤其显著，高达50%以上；

对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顺德重点发展产业，复工后整体营收情况向好，营收增长的企业比

例大于营收减少的企业比例，超过25%的企业表示在获资助后有营收增长。

营收情况（每期差异）

疫情前后受资助单位的营收情况（行业差异）

60.00%

40.00%

20.00%

0.00%

结论：上述数据反映规模较大的企业在疫

情的冲击下呈现较好的恢复能力和抵抗

风险能力。

零售业餐饮业 住宿业 居民服务业 制造业 其他的高新技术企业

A类个体户：营收减少的相比营收增加的

占比要多，有38.13%的个体户表示获资

助后营收有明显减幅。

B类微型企业：营收增长比例略高于营收

减少的比例，有11.97%的企业表示获资

助后营收有减少。

C类小型企业：整体向好，企业营收增加的

比例远高于营收减少的比例；近4成的企业

表示在获资助后营收有增长，只有16.93%

的企业表示获资助后营收减少。

营收增加的受资助单位% 营收减少的受资助单位%

第二期微型企业第一期个体户 第三期小型企业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22.16%

38.13%

18.18%

11.97%

38.19%

16.93%

12.90%
23.87% 16.91%

25.37%

8.33%

58.33%

16.76%

52.43%

28.31%
17.96%

39.2%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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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6月 2020年4-6月

数 据 显 示 ，2 0 2 0 年 第 二 季 度 营 业 收 入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2 1 6 6 7 . 0 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3 3 % 。

结论：C类企业在受资助后总体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水平，并且有一定增长。

C类企业营收（去年同比）

C类受助企业2020第二季度与2019年第二季度营收情况对比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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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

40000.00

20000.00

0

¥87 ,355.03¥65,687 .96

第 三 期 受 资 助 企 业 生 产 车 间 现 场 。

第 三 期 受 资 助 企 业 生 产 车 间 现 场 。“ 和 衷 共 济 ”项 目 组 与 受 资 助 企 业 合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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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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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0.00%

疫情前后受资助单位的员工变动（行业差异）

人员变动（行业差异）

受疫情影响，餐饮业及住宿业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不少单位表示资助后有增员，同时也有不少单位

表示资助后减员明显。

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呈现较为稳定，未有大幅度人员变动；

作为顺德重点发展的产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均有超过20%的企业表示在资助后增

加了就业人数，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只有不到4%的企业表示减员了。

结论：以上数据反映，受助群体未有大幅度的裁员，顺德重点关注行业在获资助后还增加了就业。

员工人员增加的受资助单位% 员工人员减少的受资助单位%

零售业餐饮业 住宿业 居民服务业 制造业 其他行业的
高新技术企业

注：住宿业样本较少（共资助41家，回收24家),可能与该行业整体的真实营收情况有差异。

11.61% 11.61%

3.19%2.59%

33.33%

12.50%
3.78%5.95%

21.49%

6.42%

23.21%

3.57%

第三期资助企业 生产现场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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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人员增加的受资助单位% 员工人员减少的受资助单位%

第二期微型企业第一期个体户 第三期小型企业

疫情前后受资助单位的员工变动（规模差异）

第三期小型企业员工总人数变化情况

人员变动（每期差异）

A类个体工商户:

在疫情影响下，A类个体户没有出现大规

模 的 人 员 变 动，（个 体 户 一 般 规 模 较 小，

平均员工人数在3人左右）；

B类微型企业：

微型企业群体相比个体户群体有更多的

企 业 有 人 员 变 动，约 1 0 % 的 企 业 表 示 有

减员的情况。

C类小型企业：

有近26%的小型企业表示员工人数有增

长，只有不到4%的表示出现减员情况。

企 业 在 获 资 助 前（ 3 月 前 ）正 值 过 年 停 工 期 间 ，员 工 人 数 较 少 ，在 获 资 助 后（ 6 月 ）员 工 人 数 有

大 幅 度 增 长 ，复 工 情 况 良 好 ；

获 资 助 后（ 2 0 2 0 年 6 月 ）的 员 工 人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2 0 1 9 年 6 月 ）相 比 增 长 4 0 7 人 ，同 比 增 长 5 % 。

C类小型企业人员变动

结论：对于第三期C类小型企业，整体复工情况较为理想，资助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员工开支上

的压力，并未出现大规模裁员，甚至同比还有增员，为日后企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结论：数据反映，受助单位未有大比例的裁员，近4成受助单位还表示增加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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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 三期

第二、三期受助单位的产能恢复情况

第二、三期受助单位的现金流情况

结论：整体产能恢复情况较为良好。

B类及C类企业作为本项目重点关注对象，基金会对受助单位进行了产能恢复情况的调研，在回收的样本中：

二期B类微型企业：只有5%认为产能全面恢复，41.67%的企业认为自身产能恢复不足，还有15%表示缺口严重；

三期C类小型企业：超12%企业认为已经全面恢复，近50%表示基本恢复产能，只有6%认为缺口严重。

产能恢复

缺口严重，正在艰难爬坡（50%以下)

恢复不足，仍要乘风破浪(50%-70%)

基本恢复，柳暗花明(70%-90%)

全面恢复，元气满满(90%以上）

B类及C类企业作为本项目重点关注对象，基金会对受助单位进行了现金流情况的调研，在回收的样本中：

超 过 5 0 % 的 企 业 反 映 现 阶 段 现 金 流 太 扎 心 ，仅 能 维 持 6 个 月 。

上半年现金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支付员工工资和租金，且随着疫情在国外迅速蔓延，进出口受限

制，部分企业业务喊停。

现金流

二期 三期

一年及以上，稳住就能赢

半年以上，鸭梨山大

3-6月，扎心

1-3月，太难了

15.00%
6.30%

41.67%
32.28%

38.03%
48.82%

5.30%
12.60%

12.42%
11.81%

21.36%
27.17%

33.18%
32.28%

33.03%
28.7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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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者的心声05

受助者对于和衷共济的评价：“及时”，“援手”，“慈善”

在民生疫情艰难时刻，基金会能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了一大批个体户走出困境，真实为社会民生办了件
大好事，希望基金会今后更多的关注疫情和个体微小企业的生存情况。并在此对基金会给予的帮助本
人表示万分的感谢。

非常感谢基金会的帮助，这份援助一定不是结束，而是一颗种子，慈善公益的种子，艾能公司定当努力
经营，尽快有能力回馈社会。

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受助方的手续，是整个申请流程简单易懂；

多做宣传让企业多了解基金会，让更多的企业在困难时能找到支持渡过难关，让我们能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有机会伸出援手。

能够真正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使评选整个过程公示在公众视野中。

新冠疫情期间和的慈善基金授助我们小型企业渡过难关，让我体会到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一个人人
相互关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可以形成互帮互助、关爱和谐的社会氛围。同时，当今社会要大力发展慈
善事业。对慈善也要有正确的认识，慈善是一种精神引导而不是强制要。

新冠疫情让原本就不太富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在最想放弃、内心十分痛苦又不舍的时候，基金会这
笔资助给个体工商户巨大的希望和咬牙走下去的勇气，真的是及时雨。

疫情的突袭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但我们可以快速地、准确地回应大众的需求并落实到位。



受助者对基金会的建议和期望集中在：“实地考察”，“搭建平台”，“创造资源联动机会”

实 地 考 察，了 解 企 业 需 求，
统 筹 资 源 ，共 同 发 展 。

实 地 走 访 企 业 ，加 强 互 动 ，跟 进 发 展 ，跟 企 业 搭 建 良 好 关 系 ；
为 企 业 搭 建 优 秀 的 平 台 ，同 时 结 合 基 金 会 自 身 的 业 务 开 展 赋 能 活 动 ；
创 造 联 动 机 会 ，为 基 金 会 作 更 广 泛 的 传 播 ，为 大 家 共 同 热 爱 的 社 区 ，营 造 慈 善 之 风 。

建议与期望

实地考察 搭建平台 创造资源
联动机会

探 索 跨 行 业 合 作
的 平 台 ，慈 善 传 承 ！

被 救 济 小 微 企 业 的 交 流
沙 龙 活 动 ，资 源 整 合 。

疫情后受助方需求情况(C类小型企业)

对第三期C类小型企业的需求调研反映：在疫情过后，有超过7成企业表示需要业务对接，接近5成的

企业表示有小额贷款的需求。

另外6%的企业表示有其他如：厂房搬迁问题，政策性的扶持等需求。

其他 股权投资 创业培训 小额贷款 业务对接

13

6%
11%

17%
48%

76%



在 反 馈 中 有 4 5 % 的 企 业 表 示 ：在 受 资 助后，

现阶段恢复状况良好，希望有机会 能 参 与 公

益 慈 善 活 动，回 馈 社 会 。

45%

14

传承慈善，传递温暖

疫情后受众方对公益慈善活动的态度

小马驹饭店老板张女士获得“和衷共济”计划首期资助2 万元，她直言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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