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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新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看，整体

基调稳中有升，宏观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

区间。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小幅放缓，固

定资产投资基本持平，楼市供应量出现回

落，但全国房价仍有加速上行的趋势。同

时，投资和消费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新

动力加速成长，为下半年经济增长蓄积了

能量。

从外部环境来看，5 月份联合国发布

《2016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全球的经济活

动仍未见起色，预计 2016 全球经济生产

总值将仅增长 2.4%，与 2015 年持平，较

2015 年末发布的预测下调 0.5 个百分点。

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把 2016 年度

全球贸易预计增长率下调到 2.8%。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一些利好政策

效果的释放或将支持经济企稳回升。积极

财政政策有望持续发力，减税降费政策将

在二季度进入落实阶段，“营改增”也已于

5 月 1 日全面启动，减税力度超前；从二季

度开始，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补短板”措

施，如扶贫和棚户区改造、民生基建、环境

治理等，以及“去产能”政策下的化解过剩

产能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等也会相继下拨，

这将极大地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力促经济

稳定增长；考虑到房地产投资相对销售的

滞后性和开发商热情高涨，预计房地产投

资将继续回升；稳增长下基建投资将继续

保持较高增速。但从短期宏观经济数据来

看，2016 年 5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50.1%，与上月持平，连续 3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 53.1%，比上月小幅回落 0.4 个

百分点，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非制造业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4 月份工业和投

资增速双双逊于预期。同时，受销售增速

回落、投资收益由升转降、营业外净收入

增长放缓等主要因素影响，4 月全国规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增 速 回 落 至

4.2%，较 3 月下降 6.9 个百分点，表明中国

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小微企业的运行离不开宏观环境，在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小微

企业的生存发展也面临一定挑战。2016

年 5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9，较上月下

降 0.3 个点，降幅较上月扩大 0.2 个点，表

明本月小微企业市场运行情况依旧不容

乐观。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在积极

的财政政策下出现短期回暖，制造业投资

结构继续改善，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向

好，宏观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但在

全球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将受到严峻挑战，这对处在传

统产业边缘的小微企业影响将更大。5 月

份，小微企业指数下降表明其生存发展依

旧不容乐观。在中国经济整体趋于平稳，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速升级的同时，也要

注意挖掘小微企业的盈利增长点，优化小

微企业各行业的投资和消费结构，兼顾区

域间平衡发展，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

微企业的发展。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仍 需 政 策 扶 持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郭田勇

在采访西安格润牧业之前，很难想象
一个做鸡蛋采购、加工和销售的中小企
业，能有如此高的科技含量。格润牧业引
进国际先进的鸡蛋自动分选和自动清洗
生产线，分 10 道工序对鸡蛋进行保洁处
理。同时，企业还从源头上对种植和饲料
生产进行科学管理和创新研发，使企业走
上了高端精细化发展之路。2015 年，在市

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格润牧业净利润达到
1320万元。

这个例子说明，市场环境再艰难，也
阻挡不了好企业发展前行。2016 年 5 月
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 45.9，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8 个分项指标指数呈现“一升七降”
态势，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一升六降”
态势，这表明本月小微企业市场运行情况
依旧艰难。

困难重重，小微企业要想生存发展，

还是应该从项目选择、科技创新、人才选
择等层面着手。

首先是项目的选择。小微企业是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
商户的统称。但是再小、再传统的企业都
要注重项目选择，哪怕是一个从事服务行
业的个体工商户，服务的精细化和人性化
做 的 是 否 到 位 ，仍 是 决 定 企 业 成 败 的
关键。

其次是企业的科技创新。最近，一份
针对长三角小微企业一季度的调查显示，

在不景气的状况下，依然存在一个向好趋
势，即科技小微企业景气程度明显优于小
微企业的整体状况。这证明了科技型小微
企业生存能力更强，也表明经济转型、结
构调整的效果逐步得到显现。

再者是对人才的选择。《2016 年中国
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中小微企业成为
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大学毕业生在民
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 2013 届的 54%上
升至 2015 届的 59%。中小微企业雇用了
超过一半的大学毕业生，在 300 人以下的
中小微用人单位就业的比例从 51%上升
为 55%，这反映出民营企业是大学毕业生
就业的主要支撑。此外，2015 届大学生中
自主创业者超过 20 万人，自主创业比例
呈上升趋势。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应看到
这一机遇，多吸纳有专长、专业对口的大
学毕业生，共谋发展。

做 精 做 细 业 有 专 长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优化结构是小微经济发展主旋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 全

2016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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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下跌 0.3 个点。目前小微指数继续下跌可能有 3
个因素：一是小微经济年度融资交替以及二季度新增信
贷余额放缓；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进程中，过
剩产能的退出机制已经在经济指标中开始显现，这在小
微经济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三是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
今年 5 月美国非农劳动力增长创下 2010 年 9 月来最低
月增幅，欧元区与日本则早已实行了负利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也看到国
内主要经济指标已出现企稳迹象，小微指数自 2015 年
至今总指数只下降了 1 个点，并呈现缓慢下降、筑底的
趋势。

5 月份小微指数下降，也是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在小
微领域的一个提前反应。七大行业来看，除了住宿餐饮
业以外，其他行业小微指数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呈现大幅下降趋势，这将
会对产业链上下游产生明显的弱化作用，显示出经济复
苏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服务业、批发
零售继续下降，以及餐饮业小幅度回升，体现出内需仍
然有较大的挖掘潜力，但需求的培养和增长是一个长期
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加以扶持。

总的来说，从今年年初到 5 月份，我国小微经济
的各项指数呈缓慢下降趋势，在局部区域呈筑底态
势。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二季度信贷余额的增长放
缓有关；另一方面，说明结构性改革已经进入深水
区，不排除部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对指数形成了较为
显著的影响。下一步，相关政策配套应在两方面引起
充分重视：一方面，必须坚持相关改革，继续推进去
产能、去杠杆优化经济结构，以提升小微经济的整体
运行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并支持符合政策发展
方向的小微企业，对小微经济特别是其中鼓励发展的
行业和区域，还应继续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小
微经济结构。

2016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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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降
幅较上月扩大 0.2 个点，表明本月小微企业市场运行情况
依旧不容乐观。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一升七降”态
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2，较上月下降 0.5 个点；采购指数
为45.2，较上月下降0.4个点；绩效指数为45.2，下降0.4个
点；扩张指数为45.2，下降0.5个点；信心指数为47.4，下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6，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1.1，下降0.5个点；成本指数为62.6，上升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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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上升 0.1 个点；东北地区为
44.4，上升 0.2 个点；华东地区为 46.8，下降 0.3 个点；中南
地区为 48.8，下降 0.4 个点；西南地区为 46.2，下降 0.3 个
点；西北地区为 43.3，上升 0.1个点。

一、按行业划分

5 月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一升六降”态势，本月小
微企业市场运行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除住宿餐
饮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下滑。

5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8，较上月
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8，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
采购指数为 44.3，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9，
下降 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5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订
单量下降 0.7 个点，产品出厂价格下降 1.3 个点，主营业务
收入下降 1.4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9 个点，利润下降
1.3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8，较上月下降 0.4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38.8，下降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38.9，
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9，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5月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0.5个点，订单量下降
0.9 个点，产品出厂价格下降 1.1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7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4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8个点，利润下降 0.3个点，毛利率下降 0.2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4，较上月下降 0.6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0，下降 0.8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3，
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2，下降 0.5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5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 1.4个点，新签工程
合同额下降 1.1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5 个点，原材料
库存下降 1.2 个点，利润下降 0.5 个点，毛利率下降 0.9 个
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8，下降 0.7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0，下降 0.5 个点；采购指数为 44.7，
下降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3，下降 0.9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5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下降 0.9个点，服务
价格下降 2.7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1.7 个点，原材料采
购量下降 0.5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1.0 个点，利润下降
1.1个点，毛利率下降 1.5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4，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6，下降 0.6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3，
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9，下降 0.8 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 0.6 个点，积压订单下降 0.5 个
点，批零价格下降 0.8 个点，销售额下降 1.0 个点，进货量
下降 0.2个点，利润下降 1.3个点，毛利率下降 0.9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2，较上月上升
0.5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50.7，上升 0.8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2，上升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4，上升 1.0 个点。具体
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 1.4 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
1.1 个点，服务价格上升 1.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9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6 个点，利润上升 1.7 个点，毛利
率上升 1.0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5，较上月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0，下降 0.5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5，
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7，下降 0.3 个点。具体表现
为业务量下降 1.7 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 1.2 个点，服务价
格下降 1.7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1.1 个点，原材料库存
下降 0.4个点，利润下降 0.9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

5月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呈现“三升三降”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1，较上月上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1.5，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3，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4，上升 0.1 个点；信心
指数为 46.5，上升 0.1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4.4，上升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0.1，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2，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5，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4.3，
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3，上升 0.3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6.8，上升 0.3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3，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1，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2，下降 0.6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6，
下降 0.7 个点；信心指数为 46.0，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8.2，下降 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8，下降 0.4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9，下降 0.7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2，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9，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4，
下降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4，下降 0.5 个点；融资指数
为 51.7，下降 0.3个点；风险指数为 52.1，下降 0.9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6.2，下降 0.3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5.0，下降 0.5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2，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5，
下降 0.7个点；信心指数为 43.9，下降 0.3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3，上升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2.5，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8，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上升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0.9，
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39.2，上升 0.2 个点；风险指数
为 50.3，上升 0.1个点。

三、小微企业融资和风险情况

5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6，微降 0.1个点。

5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2，上升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6，下降 0.6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6.6，下降 0.4 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6，下降 1.3 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9，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5.4，上升 0.5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 53.3，上升 0.8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1，下降 0.5 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4，下降 0.7 个点；制
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2，下降 0.7 个点；建筑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7，下降 1.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48.3，下降 0.5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 52.4，下降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
指数为 50.3，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除住宿餐饮
业、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水平均有所下
降，回款周期也均有所延长。

四、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

5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和信心
指数均有所下降。

5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2，较上月下降 0.5个点。
分行业来看，除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与上月持平外，
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农林牧
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9，下降 0.7 个点，其新增投
资需求下降 1.3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8 个点；制造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为 43.8，下降 1.0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
降 1.1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6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 42.8，下降 0.3 个点，其用工需求下降 0.6 个点；交
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2，下降 0.7 个点，其新
增投资需求下降 1.7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0.5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1，下降 0.1 个点，其新增投
资需求下降 0.6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0，下降 0.9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7 个点，用工
需求下降 1.5个点。

5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7.4，较上月下降 0.1个点。
分行业来看，呈现“三升四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3，上升 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8.6，上升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47.7，上升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3.3，下降 0.8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7.6，下降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3，下降 0.6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3.4，下
降 0.9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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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