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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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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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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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较上月回升 0.1 个点，表
明 8月份小微企业运行略有好转。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七升一平”态
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43.8，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为
45.8，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0，上升 0.2 个
点；扩张指数为 45.5，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5，上
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2，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2.0，上升 0.2个点；成本指数为 62.6，上升 0.2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四升两降”态
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6，上升 0.2 个点；东北地区
为 42.4，下降 0.2个点；华东地区为 48.2，上升 0.2个点；中
南地区为 49.2，下降 0.1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3，上升 0.1
个点；西北地区为 43.2，上升 0.3个点。

七大行业小微指数“五升两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除建筑业
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上升。

8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1，较上月
上升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2.2，较上月上升 0.2个点；
采购指数为 44.8，较上月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1，
下降 0.3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8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
产量上升 0.3个点，订单量上升 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
升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5 个点，利润下降 0.3 个
点，毛利率下降 0.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5，上升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0.0，较上月上升 0.1个点；采购指数为 40.2，
上升 0.4个点；绩效指数为 45.2，微升 0.1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8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积压订单上升 0.6 个点，主
营业务收入上升 0.6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5个点，原
材料库存上升 0.4个点，利润上升 0.6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2，较上月下降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2.9，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3，
下降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7.3，下降 0.3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8 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新签工程合同额下降 0.7 个
点，工程结算收入下降 0.6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3 个
点，利润下降 0.5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1，上升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5.5，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3，
上升 0.3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上升 0.3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8 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上升 0.4 个点，
业务预订量上升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库存均上升
0.4个点，毛利率上升 0.7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2，上升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7.9，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54.8，
上升 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6.6，上升 0.2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积压订单量上升 0.4 个点，库存上升 0.4 个点，进
货量上升 0.3个点，毛利率上升 0.5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8.8，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50.7，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9.6，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3，上升 0.1 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 0.3 个点，业务预订量上
升 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
升 0.7个点，毛利率上升 0.6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3，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4.4，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4，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下降 0.2 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预订量下降 0.6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
下降 0.6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4个点，利润和毛利
率均下降 0.2个点。

六大区域运行指数“四升两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6，上升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3，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5，上升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5，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8，
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0，上升 0.2 个点；风险指数
为 50.9，上升 0.1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2.4，下降 0.2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37.7，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0.8，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1.9，下降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3.3，
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4，下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6.6，下降 0.1个点；风险指数为 52.6，下降 0.1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8.2，上升 0.2 个点。其绩
效指数为 47.4，上升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1，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4，上升 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9.2，下降 0.1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8.0，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6，下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 51.3，下降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2.2，
下降 0.5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7.3，上升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 46.3，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5，上
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1，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
数为 47.8，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0.3，上升 0.2
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2，上升 0.3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5，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4，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4，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1.9，

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0.2，上升 0.5 个点；融资指数
为 48.3，上升 0.2个点；风险指数为 50.2，上升 0.4个点。

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上升

8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 5)为
49.2，较上月上升 0.1个点。

8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0，下降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1，上升 0.3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5.6，下降 0.4 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7，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3，上升 0.3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2.5，下降 0.5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 54.0，下降 0.1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 (见图 5)为 52.0，上升 0.2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9，上升 0.3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7，上升 0.2 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9，上升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9.5，下降 0.4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2，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 53.9，下降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 50.8，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一升六降”态势，其中除批发零
售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变慢，回款
周期表现为“四升三降”态势，除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
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小微企业经营预期向好

8 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上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上升 0.2个点。

8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5，上升 0.1 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建筑业外，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
有所上升。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5，
上升 0.2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7个点；制造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为 44.5，上升 0.2 个点，其用工需求上升 0.4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5，上升 0.2 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4 个点，用工需求上升 0.7 个
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3，上升 0.1 个点，
其用工需求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
为 47.5，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5 个点；服
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4，上升 0.4 个点，其用工需
求上升 0.6个点。

8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5，上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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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49.6，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2.0，下降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9.1，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9，上升 0.5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7，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6，下
降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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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原始数据加以处理，
均已经调整为正向指标，
指数越大表明情况越好。

当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可

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

经济长周期中的转型发展已成为目前

改革的重要目标，此间小微经济如何

破题，如何融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长期趋势中，是解决产业升级、优化

资源配置，乃至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

议题。

2017 年 8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4，较上月回升 0.1 个点，这是该指

数在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后重拾升

势 。 2016 年 7 月 份 ，小 微 指 数 到 达

45.6 的历史低点，之后走出筑底并缓

慢上升的态势，这体现出小微经济体

在经历快速下行、缓慢下行后，逐渐步

入“探底回升”的长期趋势中。当然，

这种趋势的良性延续仍需要宏观经济

长期、积极的支撑。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窄

幅波动期。美国 8 月份制造业 PMI 初

值为 52.5，创两个月新低，7 月份终值

为 53.3，制造业的表现相比服务业欠

佳，总量则处于近一年以来的低位。

但其经济整体扩张水平则升至 27 个

月高位，这主要得益于其服务业的扩

张。同时，欧元区制造业 PMI 初值从

7 月份的 56.3 上升到 8 月份的 57.4，创

2011 年 4 月份以来新高。但欧元区服

务业 PMI 初值从 55.4 下降到 54.9，达

到近 7 个月来最低值。美欧这种产业

间的数据波动会对第三季度的整体增

长预期产生影响，加之美联储主席耶

伦有可能会再次就美国缩表问题表

态，为下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

经济的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

国内经济在二季度温和回暖的基

础上短暂回调，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4%,较上月大

幅下降 1.2 个百分点,低于今年均值水

平(6.8%),但高于去年同期 0.4 个百分

点,且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

6 月份增长 0.41%。这一方面显现了

筑底期的增长特点不是一帆风顺，另

一方面也初步显示了长周期中工业增

长的趋势。在投资方面，前 7 个月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为 8.3%,较

上半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在基建投资

基本持平、PPP 等渠道投资增加的基

础上，房地产投资有所回落，投资结构

较为合理。但前 7 个月制造业投资累

计增速下滑 0.7 个百分点，达 4.8%,民

间 投 资 增 速 下 降 0.3 个 百 分 点 ，达

6.9%，而且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名义增长 10.4%,回落 0.6 个百

分点。这些投资与消费的异动在改革

中虽然难免，但需要引起重视。

8 月份，小微指数总指数为 46.4，

显示自去年夏季以来稳定、缓慢攀升，

凸显了小微经济随宏观经济筑底的基

本特征，但筑底过程中仍然承压，如果

能够抓住机会深化结构调整，就有助

于小微企业在经济回暖后以更加良性

的状态升级并增长。

从小微分项指数来看，除市场指

数与上月持平，为 43.8，其余指数均上

升，呈现“七升一平”态势，但融资指数

和扩张指数均只微升 0.1 个点，且扩张

指数为 45.5，距荣枯值有距离，因此要

对下阶段小微经济的持续回升持谨慎

乐观态度。

从区域指数来看，除东北、中南两

个区域下降以外，其余区域均呈上升

态势，尤其是小微经济发展较弱的西

北地区上升了 0.3 个点，这一方面显现

了中央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初

显，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西北地区近年

来受益于国家政策倾斜的效果正在逐

步显现，但其 43.2 的区域指数仍然偏

低，这也说明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

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持续投入、多措

并举，方可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均等、优

化发展。

从行业指数来看，8 月份七大行

业小微指数呈现出“五升两降”的态

势，除建筑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

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批发零售业更是大升了 0.3 个点，达

49.2，成为各行业中最接近荣枯值的

行业。

当然，增长中也有不确定因素。

比如，8 月份制造业小微指数上升了

0.2 个点，为 44.5，但其采购指数上升

了 0.4 个点，为 40.2，同时制造业小微

企业积压订单上升 0.6 个点。这种采

购与积压订单同时增长，按正常逻辑

不应同时长期存在，即便是短期内出

现，也需要研究小微企业究竟是担心

原材料价格上涨而积极采购并囤货，

还是小微企业增加了采购却销售不

畅，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有可能因为

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引发采购成本

增加。下一阶段“去产能”的政策应更

强调用市场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以

实现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与采购成本回

归正常的良性增长，这也符合中央“站

在经济长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角度”

深化改革的要求。

“油茶耐旱耐瘠，适宜荒坡荒地栽培，不
与油菜、花生、大豆等粮油作物争面积。油茶
从第三年挂果开始，产量逐年递增，15 年以
后可进入高产稳产期，能持续 30 年至 50 年，
是能让几代人受益的产业。”云南德宏州盈江
林立油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黄正礼告诉 《经
济日报》 记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发展绿色、
有机的农特产品，带动大批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成立于 2008 年的盈江林立油茶有限责任
公司，就是一家专门从事油茶业的企业。虽说
公司只有 15 人，但采用“公司+基地+农户+
科研+生产+销售”的运营模式，现已拥有
6000 余亩油茶种植基地，与村寨签订的合作
种植油茶基地面积 1.2 万亩，带动了 10000 多
户当地农民致富。

油茶属山茶科植物，为常绿小乔木或灌
木，多生长在海拔 2000 米以上常绿幽深、生
态环境极佳的山林之间。茶油含有山茶甙、山
茶皂和茶多酚等特定生理活性物质，对人类防

“三高”有明显效果，被称为“长寿油”“油中
之王”。如今，人们对茶油优良保健功能的认
识在逐年提高，市场需求潜力大。因油茶籽产
量是油菜籽产量的 2 倍至 8 倍，盛产期每亩每
年可产鲜果 2吨，产量和效益十分可观。

盈江林立油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油茶系
列产品，获得 20 多项国家专利。企业的经济
效 益 逐 年 递 增 ， 2016 年 公 司 效 益 达 420 万
元，利润 150 万元。预计 2017 年效益将达到
1000万元左右，利润 300万元左右。

如何不断丰富产品种类，用绿色生态的农
产品打动消费者，这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云南省积极实施加快构建绿色农业体系，发展壮大高原特色
农业，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培育创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

“云系”“滇牌”农产品品牌的发展战略，使一大批中小微企业成长
壮大。

﹃
绿色

﹄
小微前景好本报记者

李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