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别 报 道2015年8月5日 星期三8

本版编辑 陆 敏 赵子强

本版制图 高 妍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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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创新是小微企业的生存之道

本报记者

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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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全球经济依然没有明确的复苏

标志，同时区域分化明显，波动加剧。较

为突出的特点是美国制造业的复苏与加息

预期对新兴经济体和金融市场的压力，以

及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波动导致复苏

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

经济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宏观经济

的运行态势在小微经济的发展中有着更加

明显的反映，201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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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6 月份

总指数持平的基础上呈下行趋势，同时开

始出现区域间分化。小微企业运行迫切需

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扶持。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全球货币市场成

为引人瞩目的焦点。一方面，美国的加息

预期对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不容小觑，另一

方面，欧洲的政治动荡又对欧元区的货币

稳定形成潜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经济本就面临着较大的国际收支压力，而

金融去杠杆和某些行业去产能则导致融资

增速下滑，进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

滑，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走低，

总需求水平依然较低。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现阶段结构调

整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不会因为经济增速

的下行压力轻易放弃战略转型的历史机

遇。来自国家统计局 6 月份的数据显示，

消费者价格指数逐渐趋稳，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继续探底，显示出在调结构中

落后产能的阵痛不可避免，但未必会对消

费造成严重影响。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微企业的总

指数优于 PPI 的走势，呈现出较为缓慢的

下降状态。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先兆，小

微指数能够先于宏观经济上扬。

具体看来，7 月份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总指数为 47.0，较上月微降 0.2 个点，依然

低于荣枯值，各分项指标则呈现出区域分

化和行业分化。

首先，从分项指标来看，市场指数、

采购指数、绩效指数、风险指数比上月均

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融资指数各下

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与上月持平，成本

指数上升 0.7 个点。成本指数的上升，也

反映出制造业在原材料端的生产经营相对

低迷。

从区域指数来看，局部亮点突出。华

北地区的小微指数为 45.7，比上月下降 1.2

个点，中南地区为 47.2，比上月下降 1.2 个

点，这两个区域依然处于去产能的初期，

经济波动的传导趋势已经有所体现；西南

地区为 47.0，比上月微降 0.1 个点，已经趋

于持平；东北地区为 48.2，比上月上升 1.4

个点，西北地区为 47.3，比上月上升 0.8 个

点，华东地区为 47.1，比上月上升 0.2 个

点，这三个区域已经呈现出回升态势，但

情况又不尽相同，东北地区的回升来自政

策扶持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大，西

北地区的回升与其行业特点、气候特点相

关，华东地区的回升则是去产能过程中的

新兴产业兴起而形成的拉动力发挥作用。

再从行业指数来看，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 48.9，比上月下降 0.1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5，较

上月下降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为 46.4，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农林牧渔

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3，比上月微升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1，比上月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47.4， 比 上 月 下 降 0.4 个

点 ； 交 通 运 输 业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47.3， 比 上 月 上 升 0.4 个 点 。 从 行 业 来

看，指数虽然依然有升有降，但情况不

一：制造业依然处于下降趋势，这对小

微 经 济 整 体 复 苏 形 成 压 力 ， 而 建 筑 业 、

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的波动仍属于

常态；交通运输业的回升应视为重要利

好，因为在行业指数回升的过程中还伴

随着行业利润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

看，如果这种升降不一的现象有所收窄，

那么小微经济的复苏是可以期待的。

小微企业的融资和风险问题也需关

注。7 月份小微企业的融资指数为 50.9，比

上月微降 0.1 个点，其中农林牧渔业的融资

指数下降 1.1 个点，降幅最大。而同期小微

企业的风险指数为 50.8，比上月继续下跌

0.2 个点，其中服务业下降幅度最大，为

1.7 个点。调研显示，小微企业的流动资金

状况较前期有所趋紧，仍然需要有效的政

策手段加以扶持，以帮助小微经济能够尽

早企稳复苏。

政策扶持有待进一步强化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 李 全

“ 谋 创 新 就 是 谋 未
来”。对这句话体会最深的
是浙江温州文成县的小微
企业主金宪伍。他创办的
浙江山哥哥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从2014年底涉足电子
商务，其设立的网上销售
平台“文成特产网”开通
后，其土特产的销售额一
下翻了一番，无论是地瓜
粉丝、洋槐蜂蜜还是山茶
油等土特产，呈现出线上
线下销售两旺的局面。截
至今年 7 月底，其销售额
已达到去年全年的总和。

“我们是只有 30 多人的小
微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只有
快速转型，才能赢得良好
的生存空间。”金宪伍感
慨道。

而刚刚发布的2015年
7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也体现了这一特
点。虽然 7 月小微企业指
数为47.0，较上月微降0.2
个点，体现 7 月小微企业
市场运行动力不足，但从
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

“三升三降”态势。东北地
区为 48.2，上升 1.4个点，
华东地区为47.1，上升0.2
个点，西北地区为 47.3，
上升0.8个点。从这组数据
分析,地处长三角的华东地
区依然是创新活力最强的
地区，众多小微企业以转
型创新抵御经济下行压
力。而东北地区的回升与
政策扶持及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加大有一定关系，西
北地区的回升则与盛夏时节该区旅游业的兴旺直
接相关。

本期指数最大的亮点就是七大行业小微指数
呈现“三升四降”态势，如农林牧渔业、交通运
输业和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指数小幅上升，分别
上升0.1、0.4和0.3个点。其他制造业、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行业小微企业运行状况则出
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如果说金宪伍的小微企业是农林牧渔业景气
上升的良好佐证；在绍兴柯桥轻纺城搞货物运输
的许建明则感到，柴油的价格下跌弥补了人员工
资上涨和货物吞吐量下降的缺口，使企业的盈利
目前看来达到与去年持平。作为住宿餐饮小微企
业的代表，山东临沂沂水的程寿延经营着一家有
120间客房的宾馆。他的宾馆经营灵活，宾馆的
餐饮服务延伸到了附近的社区搞便民服务，承包
了学校的食堂，在商场开了饮食分店，到旅游旺
季，宾馆的客房几乎天天爆满。截至今年 7 月
底，他企业的营收比去年增长了20%以上。这些
经验有力地证明，小微企业要发挥船小好掉头的
优势，要大力借助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好政策，依托当地优势，在广阔的市场海洋里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商机。

当然，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制
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行业小微企
业运行状态依然在下降。部分地区和行业的小微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且企业规模越小，面临困
难越大。创新转型是小微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
要，但小微企业对国家扶持政策、社会环境创新
的需求则更为热切。

7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为
50.9，再次凸显了小微企业融资难。

目前，资本市场对于大多数小微企业来说融
资贡献度有限，除了极少数高技术企业，小微企
业的融资渠道仍是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近年来，
商业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领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但仍不能满足小微企业全部需求。加上企业的诚
信体系建设迟缓，许多小微企业信用不高，而金
融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手段仍主要依靠房产土
地等固定资产的背书。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制约，
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技术专利等尚不能用作抵押、
质押资产。

据了解，银行贷款期大多为一年，而企业用
款是每年都用。为了应对银行年末时收贷，企业
往往提前一二个月就要筹措资金还贷，许多小微
企业甚至不惜以高息借贷，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这些都抬高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因此，相关主管和监管部门应创新思路，转
变观念，加快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步伐，
加快发展私营银行、村镇银行、社区银行以及小
型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能解决大量就业的小微企
业创造一个融资、贷款相对容易的金融环境。

2015 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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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较上
月微降 0.2 个点，表明 7 月小微企业市场运行动
力不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一升
一平六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4.4，比上月
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1，比上月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0，比上月下降 0.2个点；扩
张指数为 46.5，比上月下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
为48.2，与上月持平；融资指数为50.9，比上月下
降 0.1个点；风险指数为 50.8，比上月下降 0.2个
点；成本指数为62.2，比上月上升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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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比上月
下降 1.2 个点；东北地区为 48.2，比上月上升 1.4
个点；华东地区为 47.1，比上月上升 0.2 个点；中
南地区为 47.2，比上月下降 1.2 个点；西南地区
为 47.0，比上月微降 0.1个点；西北地区为 47.3，
比上月上升 0.8个点。

一、按行业划分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情况

7月份，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三升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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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指数小幅上升，其他行业小微企业运行状况
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7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3，比 上 月 微 升 0.1 个 点 。 其 市 场 指 数 为
42.8，比上月微降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4，比
上月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8，比上月上
升 0.6 个点。7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
状况趋稳，产品出厂价格比上月上升 1.7 个点，
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1.6 个点，毛利率比上月上升
2.5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5，较上月
下降 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2，比上月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3，比上月下降 0.1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5.2，比上月下降 0.2 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制造业小微企业市场供需呈现小
幅下降趋势，产品库存比上月下降 0.4 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比上月下降 0.5个点，企业利润和毛
利率分别比上月下降 0.2和 0.3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4，较上月
下降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3，比上月下降
0.6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1，比上月下降 1.2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7.4，比上月下降 0.2 个点。调
研结果显示，7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比上
月下降 1.2 个点，新签工程合同额比上月下降
1.0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比上月分
别下降 1.3和 1.7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3，比
上月上升 0.4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6.0，比上
月上升 0.6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7，比上月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与上月持平。调研
结果显示，7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月上升 1.1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2.2 个
点，利润比上月上升 1.1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8.9，比上
月下降0.1个点。其市场指数、采购指数和绩效指
数分别为 47.5、52.8 和 46.7，比上月下降 0.2、0.1
和0.1个点，具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0.5
个点，销售额下降0.5个点，进货量下降0.2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1，比
上月上升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8.5，比上月
上升 0.9个点；采购指数为 48.0，比上月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2，比上月上升 0.4 个点。
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月上升
1.6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比上月上升 1.0 个点，利
润比上月上升 1.2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4，比上月

下降 0.4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6.7，比上月下
降 1.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8，比上月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9，比上月下降 0.4 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量比上月下降 1.7 个点，主营
业务收入比上月下降 1.3 个点，原材料库存比
上月下降 1.2个点，利润比上月下降 1.4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情况

7 月份，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三升三
降”态势。

东北、华东和西北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8.2、47.1 和 47.3，比上月分别回升 1.4、0.2 和
0.8 个点。其中东北地区市场指数为 44.6，比
上月上升 1.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6，比上月上
升 2.1 个点；信心指数为 56.2，比上月上升 3.1
个点；西北地区则主要受市场供需回暖、采购
意愿增强、扩张意愿上升拉动影响。

华北、中南和西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均出现回落，比上月分别下降 1.2、1.2 和 0.1 个
点。华北地区小微企业主要受市场运行下行、
采购意愿不足及盈利能力下降影响，中南地区
小微企业则受融资意愿不足及风险偏大的影
响较大。

三、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7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
数（见图 5）为 50.9，比上月微降 0.1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1.6，比
上月下降 1.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50.7，比上月下降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 50.6，比上月下降 0.5 个点；住宿餐
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7.5，比上月下降
0.7个点。

7月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0.8，
比上月继续下跌，但降幅有所收窄，为 0.2 个
点。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有所上升，其他行业小微企业风险
指数均出现下滑。其中服务业比上月下降幅
度为 1.7 个点。调研数据显示，除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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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
数比上月微降0.1个点，信心指数与上月持平。

7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5，较上月
微降 0.1 个点。其中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
为 43.8，比上月下降 0.5 个点。具体表现为用
工需求比上月下降 0.9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扩张指数为 46.3，比上月下降 0.3 个点，其新增
固定资产投资及用工需求比上月分别下降 0.4
和 0.7个点。

7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8.2，与上月持
平。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9.4，比上
月上升 0.7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9，比上月上升0.9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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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