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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上半年，全球社会经济形势扑

朔迷离，非农等数据的大幅走弱表明美国

复苏暂告一段落，在欧洲艰难前行之际，

英国又公投脱离欧盟，6 月末英镑汇率跌

出 30 余年以来的新低，欧洲三大股指大幅

下挫。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实属不易。作为

小微经济发展的重要统计数据，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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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今年小微经济上半场的运行

结果。从趋势来看，今年上半年，小微经济

受国际经济大幅波动、我国经济下行等诸

多因素影响而趋于下降，但下降的趋势有

所减缓，6 月份总指数为 45.8，降幅较上月

收窄 0.2 个点，从某种意义上看，小微经济

的全面复苏或许需要时间和耐心，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小微领域已初见成效。

从我国经济宏观面来看，去产能的改

革在深化，一些行业在经济筑底期有显著的

压力。据测算，今年要继续去掉 2.8 亿吨煤

炭、4500万吨钢铁的产能，这些行业及其相

关产业的发展会继续呈下行趋势，这种趋势

也会对多个行业有所传导。但同时，一些新

兴行业企业的利润开始增长，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为23816.4亿元，同比增长

6.4%，不乏亮点。其中，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15992.9 亿元，增长 7.6%；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082.9亿元，增

长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488.9亿元，

增长9.4%。因此，如果能够延续状态，那么经

济复苏和增长是可以期待的。

从第二季度小微总指数来看，呈现缓

慢下降和筑底的态势，并且在6月份收窄了

跌幅，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其中第二季度

与第一季度相比，波动减小，一季度由于信

贷余额快速增长等因素曾一度导致小微指

数出现增长，但这个增长不能排除以房地产

行业为主的波动影响了指数的变化。二季度

以来，随着结构性改革的继续深化，指数再

次步入缓慢下降的态势。

分行业来看，6月份小微指数除了农林

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业上升以外，其他行业均

呈现出下降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升 0.1

点，而交通运输业上升0.5个点，其小微领域

的行业利润大涨1.5个点，显然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轨道交通、桥梁、道路等领域的投

资已经初见成效。但这也不能界定小微经济

就此企稳，因为制造业小微指数6月继续下

降 0.1 个点，一方面其库存下降 1 个点是好

事，但同时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8个点，原材

料库存量下降0.5个点，说明制造业小微企

业下一期扩产动力不足。其余行业均呈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小微经济从行业来看总体依

然处于筑底阶段。

尽管小微经济整体在短期内复苏较为

困难，但我们期待在今年后续的两个季度，

把握改革机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实现

过剩产业的去产能和新兴产业的稳增长。

小微经济复苏需要时间和耐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李 全

2016 年 6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8，较上月下降 0.1 点，表明 6 月小微
企业总体运行继续下行。纵观一年来的
小微指数，一直处于下行态势，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始终为扶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效果差强人
意，最近下滑的民间投资增速就是最好
的例证。

小微企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政府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

各种扶持及优惠政策的执行和落地；二
是企业修炼内功，不断提升运行能力。
而在现阶段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政
府的支持尤为重要。

最近，上海的一项硬措施就把对中
小 微 企 业 的 帮 扶 落 到 了 实 处 。 6 月 上
旬，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
金正式成立，资金来源于市区两级财政
和部分商业银行，基金首期筹集资金 50
亿元，以后力争逐步增资扩股至 100 亿
元。最关键的是，该基金的功能定位坚
持“政策性、公益性、非盈利性”，着
力完善以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为导

向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构建新型的政
策性融资担保机制。

基金推出多个落地性强的新举措。如
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短、小、频、急”
的特点，基金以做“信用保证”担保业务
为主，取消了基金管理中心办理反担保措
施的环节，不需要企业再提供反担保。

这样一来，上海通过设立公益性的政
府担保基金，有望优化完善中小微企业融
资环境，把过去在各政府部门分散、交叉
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同时通过政策担保
引导和风险分担，进一步发挥商业银行作
用，吸引更多金融“活水”投向风险相对

较高的成长型中小微企业。
对于该基金的考核体系，上海强调

考核重点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效果，致
力于把该基金打造成服务上海中小微企
业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从本次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发布的六
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的是“三升三
降”的态势。华东地区为 47.1，仍是上
升最多的地区。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
员，安徽去年组建注册资本 50 亿元的省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已公开招标参
股 发 起 总 规 模 达 81.5 亿 元 的 3 支 子 基
金，主要投向成长期的中小创新企业。
从安徽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也能看出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华东地区，普遍对
民营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

对小微经济的支持，上海的做法颇
有借鉴意义，对小微企业支持政策的设
定和具体措施的落实，应该明确上升到
公益的层面。

小微企业扶持应具有公益性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为研判小微企业走势提供科学依据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 ” 从 分 项 指 标 构 成 看 ， 与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PMI，以及财新 PMI 等都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些指
数的最终录得结果有差异，但对于小微企业运行状
态和发展趋势的描述基本一致，为各界研判小微企
业走势提供多元的视角和科学依据。

6 月“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 45.8，而自 2014 年 12 月份以来，小
微企业指数就滑落至临界点下方，这表明一年多以
来，小微企业的运行状况并未见好转。

同时，其他机构的监测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判
断。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PMI 数据显示，6 月份，
小型企业 PMI 为 47.4%，比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
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与大型企业持续高于临界点
形成对比。财新 PMI 的样本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
为主，6 月份，财新 PMI 录得 48.6，低于荣枯线 1.4
个百分点，这与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压力有关。

从分项指标看，不同指数体系的监测结果也相
互印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 PMI 数据显示，6
月份，制造业订单指数继续下降，反映市场需求趋
弱；采购量指数，购进价格指数，产成品库存指数
继续下降，反映企业信心持续回落。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
指数”的监测则显示，6 月份，小微企业市场指数
为 43.0，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这一指标涵盖了产
量、订单、产品出厂价格、主营业务收入、库存和
设备利用率等项目，明显低于荣枯线 7 个百分点，
说明小微企业面临着市场需求疲软、订单萎缩等一
系列问题。此外，采购指数、扩张指数、信心指数
下 降 ， 也 都 印 证 了 官 方 PMI 的 分 项 指 标 的 监 测
结果。

当然，在监测过程中，由于指标体系构成、样
本选择、指标权重分配等不同，将使最终录得的数
值有差异，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只要监测
方法科学严谨，得出来的趋势性结论也会“殊途同
归”，这些指数产品，也将在观察小微企业运行态
势，乃至研判中国经济走势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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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较上月下降0.1个点，降幅较
上月收窄0.2个点，表明6月小微企业总体运行继续下行。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两升一平五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0，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采
购指数为 44.8，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0，下
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0，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3，下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7，上升 0.1 个点；风险
指数为51.1，较上月持平；成本指数为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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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下降 0.3 个点；东北地区
为 44.0，下降 0.4个点；华东地区为 47.1，上升 0.3个点；中
南地区为 48.7，下降 0.1 个点；西南地区为 46.4，上升 0.2
个点；西北地区为 43.4，上升 0.1个点。

一、按行业划分

6 月七大行业小微指数呈现“两升五降”态势，本月小
微企业总体运行继续下行。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4）来看，除农林牧渔
业和交通运输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下滑。

6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9，较上月上
升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2.2，较上月上升0.4个点；采购
指数为 44.8，较上月上升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2，上升
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6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上
升0.3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2.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9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3个点，利润上升1.1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7，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38.8，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为 38.4，
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8，下降 0.1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6月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0.3个点，订单量下降
1.1 个点，产品库存下降 1.0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8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5个点，毛利率下降 0.4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2，较上月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3.6，下降0.4个点；采购指数为40.9，下
降0.4个点；绩效指数为48.2，与上月持平。调研结果显示，
6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0.5个点，新签工程合同额
下降0.6个点，工程结算收入下降0.7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
降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6个点，毛利率下降0.1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3，上升 0.5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4.3，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3，
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1，上升 0.8 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6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上升 0.4个点，服务
价格上升 1.6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1.2 个点，原材料采
购量上升 0.4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1.2 个点，利润上升
1.5个点，毛利率上升 0.9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2，下降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1，下降 0.5 个点；采购指数为 53.8，
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3，下降 0.6 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 0.9 个点，积压订单下降 0.8 个
点，销售额下降 0.9 个点，进货量下降 0.6 个点，利润下降
1.2个点，毛利率下降 0.2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8，较上月下降
0.4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50.4，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8.5，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0，下降 0.4 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下降 0.5 个点，业务预定量下降
0.6 个点，服务价格下降 0.7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1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6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9个
点，利润下降 0.4个点，毛利率下降 0.6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4，较上月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3.7，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0，
下降 0.5个点；绩效指数为 44.5，下降 0.2个点。具体表现
为业务量下降 0.2个点，服务价格下降 1.0 个点，主营业务
收入下降 1.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4 个点，原材料库
存下降 0.9个点，毛利率下降 1.4个点。

二、按区域划分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4.8，较上月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1.2，较上月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
为 42.2，下降 0.1个点；绩效指数为 44.0，下降 0.3个点；扩
张指数为 42.0，下降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6.4，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0.4，下降 0.3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4.0，下降 0.4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39.8，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1.5，下降 0.7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7，
下降 0.6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1，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6.5，下降 0.3个点；风险指数为 52.9，下降 0.4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1，上升 0.3 个点。其绩
效指数为 46.6，上升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6.1，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7，上升 0.5 个点；风险指数为 51.5，
上升 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7，下降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7，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0，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4，下降 0.5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3，
下降 0.1个点；融资指数为 51.5，下降 0.2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6.4，上升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5.2，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5，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9，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4，
上升 0.2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4，上升 0.1 个点。其绩

效指数为 45.8，上升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41.2，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39.3，上升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3，
上升 0.2个点；风险指数为 50.6，上升 0.3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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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微升 0.1个点。

6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0，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5，下降 0.1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6.5，下降 0.1 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1，上升 0.5 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2，上升 0.3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4.8，下降 0.6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 54.1，上升 0.8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1.1，与上月持平。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0，上升 0.6 个点；制
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8，上升 0.6 个点；建筑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0，下降 0.7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48.0，下降 0.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 52.2，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 51.8，下降 0.5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 49.8，下降 0.5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除批发零售业、
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水平均有所回升；除
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外，其他行业回款周期
均有所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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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心
指数均有所下降。

6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0，较上月下降 0.2 个
点。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较上月分别上升 0.1、0.3 个点，服务业与上月持平
外，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制
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3.5，下降 0.3 个点，其新增用
工需求下降 1.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2.5，
下降 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6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点，其新增用工需
求下降 0.8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5，
下降 0.5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5个点，用工需求下
降 0.7个点。

6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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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
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7.9，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
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0，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4，上升 0.1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1，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48.3，下降 0.3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3.1，下降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9，下降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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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