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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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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以下简称小

微企业运行指数） 作为小微经济发展的重

要风向标之一，描述了今年上半年最后一

个月小微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从数据趋

势来看，今年上半年，小微经济受我国经

济下行的诸多因素影响而趋于下降，但下

降的趋势有所减缓，从某种意义上看，小

微经济的全面复苏或许仍需时日，但如果

第三季度乃至下半年能够延续这个发展趋

势，则小微经济有望顺利筑底。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6 月汇丰中国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人 指 数 （PMI） 终 值 为

49.4，较初值 49.6 有所下滑，但高于上月

终值 49.2，已呈现出连续两个月回升的趋

势，应该说经济复苏的趋势正在逐步显

现，但这个数据仍低于荣枯线，因此后续

的经济形势还有待于观察，目前制造业有

一定企稳的趋势，这为其下一步企稳回升

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目前的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四年以来的

持续下降趋势，其绝对价格水平也在不断

走低，不仅仅一般工业原料，即便是农产

品也出现了价格的普遍回落，猪肉的价格

并没有延续第二季度止跌企稳和持续上升

的态势，通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同时，市

场压力再次出现，从而导致库存出现回

升，这无论从单纯的生产环节还是从产供

销环节来理解，都会给未来增加更大的去

库存压力。但针对这些问题，此前有关部

门已经出台了降息、降准、下调电价等措

施，这些措施都已经逐渐在经济运行中显

现出其具体作用，但在经济结构转型期，

微观经济的稳定往往滞后于宏观政策和宏

观趋势，现在一方面产能过剩、去杠杆压

力颇大，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化的生产状态，还不能替代传统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地位，这些都会造成短期内

宏观经济复苏的压力，而从长期来看，经

济结构调整的阵痛将会换来未来宏观经济

的稳定发展。

从第二季度小微总指数来看，化解了

年初的快速下降而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

势，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第二季度承上

启下，不仅仅是上半年小微经济发展的一

个初步总结，也是下半年发展的起点。

第二季度的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与第一

季度相比，降幅明显收窄，二季度末甚至

呈现出企稳回升的趋势。在各分项指数

中，融资指数为 51，上升 0.3 个点，成本

指数为 61.5，大幅上升了 2.3 个点，这说明

在国家货币宽松政策的支持下，小微企业

的融资环境有所改善，而在整体经济结构

的调整完善过程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

更趋于合理。各区域指数与五月份相比也

有改善的趋势，东北地区为 46.8，上升了

0.2 个点，中南为 48.4，上升了 0.6 个点，

西南地区为 47.1，也上升了 0.6 个点。从分

项指标看，这三个地区的上升推动因素主

要来自市场供需回暖、采购意愿增强、融

资意愿上升。

目前来看，小微经济整体下滑的情况

有所缓解，希望小微经济三季度能够继续

企稳甚至实现行业和区域的逐步复苏。确

实，第三季度对小微经济运行格外重要，

这不仅仅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季度，更是下

半年小微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因为小微

企业的融资特点和生产流程较大中型企业

短，第四季度一般就成为小微经济回款收

账、布局下一年度生产经营的重要节点，

除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外，相当一部分

小微企业在第四季度往往不会做出大幅度

扩张的态势，因此下半年的运行结果中，

三季度的生产经营往往成为支撑下半年的

主体。

目前三季度刚刚开始，我们从离三季

度最近的六月份来看，在东北、中南、西

南等区域都已经在小微企业经营指数上开

始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各行业也开始

有所分化，目前农林牧渔、建筑等行业也

呈现出指数的企稳回升，这虽有可能与经

济运行的周期性有一定关系，但作为经济

运行的触角，小微经济确实呈现出一些新

的活力。

整体来看，小微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的

组成部分之一，体量小且反应灵活，有望

先于整体经济的复苏而恢复元气，但一个

关键的因素就是相关经济政策的匹配，是

否能够充分支持小微经济的发展，如果政

策效果不断显现，第三季度能够实现小微

经济的探底回升，则其全年的稳定发展将

是可以期待的。

三季度将成为小微经济复苏关键时点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 李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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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指数中，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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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0.3 个点，这说
明在国家货币宽松
政策的支持下，小
微企业的融资环境
有所改善。

从六大区域指
数来看，中南地区
为 48.4， 上 升 0.6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1， 上 升 0.6 个
点 。 从 分 项 指 标
看，这两个地区的
上升推动因素主要
来 自 市 场 供 需 回
暖 、 采 购 意 愿 增
强 、 融 资 意 愿 上
升。

从这两个地区
的大环境看，武汉
近年来基础设施投
入大，水路、铁路
和公路的建设都快
速 发 展 ， 武 汉 的
GDP 排 名 也 进 入
全 国 的 前 10。 而
成都、重庆等市高
科技产业和创意产
业 发 展 的 风 生 水
起。尤其是贵州省
的大数据项目“云
上贵州”，使该省大数据信息企业聚集多达
1700 多家，去年贵州大数据信息产业实现规
模总量 1460 亿元，同比增长 62%。贵阳推进
的“中国数谷”建设业绩显著。这些战略的逐
步落地为当地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同
时，也进一步说明创新创业是小微企业发展的
根本动力，而创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小微
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

从现阶段看，市场需求偏弱，小微企业经
济活力不够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层面，创业服务体系、创业配套制度有
待完善落实。

针对这些问题，近期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
各层级政策接连出台。如 《国务院关于发展众
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
见》、《关于支持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
市示范工作的通知》 等政策文件从资金、服务
等方面优化创业环境；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下
调燃煤发电上网和工商业用电价格、加快建设
高速宽带网络促进提速降费等推动创业便利化
的措施将逐步开展，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进入
新时代。

好的政策贵在落地生根。据调查，创业创
新者最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
政策的透明度、贯彻的及时性和普适性；第二
位是融资难、融资贵；第三位是人才引进和流
失；第四位是市场环境。因此，各主管部门与
地方政府当前应加大工作力度，抓紧制定各项
扶持政策的实施细则，因地制宜的逐一落实
下去。

以中央财政投资 51 亿元的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网络为例，虽然平台网络现已覆盖
34 个省区市，但因建设基础差、地方资金配
套不到位、宣传力度不足等原因，该平台网络
存在着服务功能少、服务水平低、特色服务缺
失、可持续性差等问题。再如，针对不同群体
的创业培训支持体系、针对创业期企业的特殊
税收、社保政策体系、创业失败救济制度、企
业推出机制等方面还不完善。

6 月数据还显示：制造业、交通运输、住
宿餐饮、服务业等五大行业小微指数都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滑。这也传递出一个信息：小微企
业的发展环境急需改善。

对此，针对性的做法应是带动小微企业进
入转型升级进程。在产业机构调整的大环境
下，引导小微企业在传统产业中依托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借助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手段实
现转型升级。同时，鼓励小微企业跻身新兴产
业领域，借助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带动就
业的作用，发展小微企业。让小微企业在多领
域、多层次真正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生力军。

2015 年 6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见图 1）为 47.2，
与前两个月持平。小微企业总体运行基本
平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
“两升六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4.6，下
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3，下降 0.4 个点，
绩效指数为 46.2，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6，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2，下降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51.0，上升 0.3 个点，风
险指数为 51.0，下降 0.3 个点，成本指数为
61.5，上升 2.3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三
升三降”态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6.9，下
降 1.6 个点，东北地区为 46.8，微升 0.2 个点，
华东地区为 46.9，下降 0.2 个点，中南地区为
48.4，上升 0.6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1，上升
0.6个点，西北地区为 46.5，下降 1.7个点。

一、按行业划分小微企业运
行指数情况

6 月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两升五降”
态势，小微企业运行依然存在一定的下行
压力。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
看，除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外，其他行业小微
企业运行状况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6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2，微升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2.9，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1，下降 0.3 个点，绩
效指数为 43.2，上升 0.3 个点。调查结果显
示，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和企业效益均
有所上升，产量微升 0.3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
上升 1.7个点，利润上升 1.5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7，较上
月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4，下降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4，下降 0.4 个点，绩
效指数为 45.4，下降 0.3 个点。调查结果显
示，制造业小微企业市场供需有所减少，产量
和订单量分别下降 0.7 个和 0.4 个点，产品出
厂价格下降 1.0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4 个
点，企业利润下降 0.5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7，较上
月上升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9，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3.3，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
数为 47.6，上升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6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上升 1.3 个点，新签
工程合同额与上月持平，利润上升 1.0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9，
下降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5.4，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1，下降 0.3个点，绩效指
数为 45.4，与上月持平。调研结果显示，6 月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服务价格下降 0.6个点，
原 材 料 库 存 下 降 0.6 个 点 ，利 润 下 降 0.7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0，
下降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绩效
指数分别为 47.7、52.9 和 46.8，分别下降 0.2
个、0.7 个和 0.3 个点，具体市场表现为：批零
价格下降 0.7 个点，进货量下降 0.8 个点，利
润下降 0.4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8，
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7.6，下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4，下降 0.5个点，绩效指
数为 46.8，下降 0.2个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
降 0.8个点，毛利率下降 0.4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8，微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7.8，下降 0.2 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量及业务预订量分别下降
1.1 个和 0.7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

为 45.5，与上月持平，绩效指数为 47.3，上升
0.4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小微企业运
行指数情况

6 月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三升三降”
态势。

东北、中南和西南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6.8、48.4 和 47.1，分别回升 0.2 个、0.6 个和
0.6 个点。其中中南地区采购指数为 47.3，
上升 1.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0，上升 0.3 个
点，融资指数为 55.4，上升 1.8 个点；西南地
区则主要受市场供需回暖、采购意愿增强、
融资意愿上升拉动影响。

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均出现回落，分别下降 1.6 个、0.2 个和 1.7
个点。华北地区所有分项指数均出现下滑，
西北地区除成本指数外，其他分项指数亦全
面回落。

三、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6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
（见图 5）为 51.0，上升 0.3 个点。制造业和建
筑业小微融资指数分别上升 0.5 个和 0.8
个点。

农 林 牧 渔 业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指 数 为
52.7，与上月持平，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
数为 51.0，上升 0.5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 51.1，上升 0.8 个点，批发零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1.5，上升 0.4 个
点 ， 住 宿 餐 饮 业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指 数 为
48.2，上升 0.2个点。

6 月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0，继 续 下 跌 ，降 幅 有 所 收 窄 ，为 0.3 个
点。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小微
风险指数有所微升，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与上月持平，其他行业小微企业风险
指数均出现下滑。其中批发零售业下降幅
度为 0.7 个点。调研数据显示，除制造业和
住宿餐饮业以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流动资
金周转情况均有所变差，且大部分行业小微
企业回款周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延长。

四、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

6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信心指数继续下降。

6 月除农林牧渔业外，其他调研行业的
扩张指数均呈下降态势。6 月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 46.6，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其中批
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5，下降
0.3 个点。具体表现为新增投资下降 1.0 个
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5，
下降 0.5 个点，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及用工
需求分别下降 0.2个和 0.8个点。

6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2，下降 0.4
个点。除住宿餐饮业及服务业外，其他行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均出现下滑，下降幅度均
处于 1个点以内。

附注：
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取值范围为

0—100，50 为临界点，表示一般状态；指数大

于 50 时，表示企业情况向好；指数小于 50

时，表示企业情况趋差。

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都对原始数据进

行处理，均已经调整为正向指标，指数越大

表明情况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