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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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

小微企业要寻找发展新动力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李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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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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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较上月上升0.2个点，
表明本月小微企业运行稳中向好。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五升一平两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4.0，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
为46.2，较上月上升0.1个点；绩效指数为46.3，上升0.1
个点；扩张指数为45.9，上升0.3个点；信心指数为48.8，
上升0.1个点；融资指数为49.2，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2.4，上升0.1个点；成本指数为62.2，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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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下降0.1个点；东北地区
为42.7，上升0.2个点；华东地区为48.8，上升0.3个点；中
南地区为49.6，上升0.2个点；西南地区为47.6，上升0.2
个点；西北地区为43.0，下降0.1个点。

七大行业指数“三升一平三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 （见图4） 来看，制造
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上升。

10月份农林牧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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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较上月上升0.1个
点；采购指数为44.6，较上月下降0.3个点；绩效指数
为42.0，下降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0月份农林牧
渔业小微企业产量上升0.6个点，订单量下降0.6个点，
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5个点，利润下降0.5个点，毛利率
下降0.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9，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为40.2，较上月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
40.8，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5.8，上升0.4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10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积压订单量上升
0.5 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 0.4 个点，产品库存上升
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3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4个点，利润上升0.5个点，毛利率上升0.4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2，较上月下降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2.8，下降0.3个点；采购指数为
39.3，下降0.4个点；绩效指数为47.5，上升0.1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10月份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0.4
个点，新签工程合同额下降0.7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
降0.4个点，利润上升0.3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2，与上月持
平。其市场指数为 45.5，下降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6.9，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5.5，下降0.2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10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下降
0.2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0.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库存均上升0.4个点，利润下
降0.5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9.5，上升0.2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 48.4，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55.0，下降0.2个点；绩效指数为47.1，上升0.3个点。
具体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上升0.5个点，销售额上
升0.5个点，进货量下降0.2个点，利润上升0.5个点，
毛利率上升0.3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8.7，较上月上升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50.4，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
为 49.5，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4，上升 0.3 个
点。具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上升0.2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上升0.2个点，利润上升0.5个点，毛利率上
升0.2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4.6，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
46.5，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5.4，下降0.3个点。
具体表现为业务量下降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3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均下
降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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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1.5，下降0.1个点；采购指数为42.1，下降0.3
个点；绩效指数为44.6，下降0.3个点；扩张指数为42.2，
下降0.2个点；信心指数为47.8，下降0.3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7，上升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38.1，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为41.4，上升0.3
个点；绩效指数为42.4，上升0.4个点；信心指数为49.1，
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53.3，上升0.4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8.8，上升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7.6，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47.8，上升0.4
个点；绩效指数为48.0，上升0.4个点；扩张指数为46.4，
上升0.3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9.6，上升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8.5，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8.3，上升0.1
个点；扩张指数为49.0，上升0.4个点；信心指数为48.9，
上升0.4。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6，上升0.2个点。其采
购指数为47.6，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8.2，上升0.5
个点；扩张指数为46.9，上升0.5个点；信心指数为46.2，

上升0.3个点；风险指数为50.8，上升0.3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3.0，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41.4，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42.2，下降0.1
个点；扩张指数为42.0，下降0.1个点；融资指数为47.9，
下降0.3个点；风险指数为49.6，下降0.2个点。

融资需求较上月下降

10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8.9，下降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2，下降 0.2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5.6，上升0.1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9.4，与上月持平；批发零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0.0，下降0.3个点；住宿餐饮业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2.7，与上月持平；服务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53.9，下降0.3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 (见图 5)为 52.4，上升 0.1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5，上升 0.2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2.7，上升0.5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1.8，下降0.4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49.7，下降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3.3，上升0.2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
企业风险指数为54.1，上升0.1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风
险指数为50.8，下降0.1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四升三降”态势，其中除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
均有所加快，回款周期表现为“三升四降”态势，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经营预期上升

10 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9，上升 0.3 个点。
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
业的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制造业小微
企业扩张指数为44.8，上升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
升0.6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4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
扩张指数为47.8，上升0.1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0.3
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4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
指数为 47.9，上升 0.4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4 个
点，用工需求上升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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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工需求上升0.3个点。

10 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8，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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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0.3个点；制造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50.0，上升0.3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42.2，上升0.1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49.0，下降0.4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50.3，上升0.2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4，下降0.2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4.5，下
降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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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都对原始数据作了处
理，均已经调整为正向
指标，指数越大表明情
况越好。

随 着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深
入，宏观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态
势。从 2017 年前三个季度来看，经
济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效益型增
长效果显现，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9
月制造业 PMI 为 52.4%，创下 5 年新
高。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要抑制
房地产泡沫、防范风险；另一方面
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中促进经济发展。如何在增长过程
中寻找新动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任务。

从国际上看，欧洲情况比较平
淡，美国继续增长，9月份工业产出月
率环比增长 0.3%。世界经济温和复
苏为我国经济向好创造了较好外部
环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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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指数”)为 46.7，较上月上
升 0.2 个点，这是近 20 个月以来的高
点，初步表明我国小微经济筑底成
功，未来将会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
时期。

具体来看，各分项指数中，融资指
数为 49.2、成本指数为 62.2，均下降
0.2个点，市场指数44.0与上月持平。
除此之外，采购指数、绩效指数、扩张
指数、信心指数、风险指数均呈上升势
头，其中扩张指数上升了0.3个点，达
到45.9；在六大区域的分项指数中，华
北地区为45.7，西北地区为43.0，均微
降0.1个点，东北、华东、中南、西南等
四大区域指数则均呈现明显涨幅，华
东地区尤为明显，指数为 48.8，上升
0.3个点。

然而，筑底回升的过程中依然有
不少压力甚至风险存在。

首先，七大行业指数三升三降一
平，说明结构调整的压力在很多行业
仍然存在：其中农林牧渔业指数为
45.2，下降 0.2 个点；建筑业指数为
44.2，下降 0.1 个点；服务业指数为
47.3，下降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指数
为47.2，与上月持平；批发零售业指数
为 49.5，上升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指
数为 48.7，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指数
为44.9，上升0.2个点。

其次，10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的融资指数为49.2，较上月下降
0.2 个点；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为
52.4，上升 0.1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
七大行业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四升
三降”态势；回款周期表现为“三升四

降”态势，说明行业下一步的发展预
期仍有可能波动。

整体来看，大部分指数仍在荣
枯线之下，需要在后续的发展中引
起重视。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小微经济的发展也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思路优化结构，提升发展
水平和增长质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创新发展方
面，报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
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这也为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明
确的发展方向。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未来要积
极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
识产权，特别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
产品创新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努力
将价值链向研发、标准制定、销售服务
等方面拓展，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
新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开发新技术、涉
足新领域、推出新产品，通过产品创新
引领消费创新。

10月份小微指数创下近20个月以来的高点，表明小微经济筑底成

功。不过，从分项指数来看，筑底回升的过程中依然有不少压力存在。

小微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

权，特别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通过产品创新引领消费创新

“卡本团队从2014年起协助北京首钢集团
投资运营的‘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已成为
中国自愿减排项目，并成功取得国家发改委的
登记备案，具备了碳指标上市交易条件，协助
业主单位落实碳指标买家，成功实现减排量销
售，为首钢集团获得收益近 300 万元，卡本团
队收取项目开发服务费 20 余万元。”北京卡本
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路遥冬向记者
介绍说。

卡本新能公司成立于2007年，目前公司拥
有 40 多名员工，是碳市场综合服务提供商。
2017 年 10 月份，北京卡本新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该公司业务范围涵盖
第三方核查认证服务、低碳智库服务、减排项目
开发服务等。目前公司已获得北京、河北、河
南、福建、广西、陕西、贵州、青海等10个省份的
第三方核查资质，业务覆盖了电力、钢铁、化工、
石化、水泥、造纸、有色和航空等全部8大行业，
核查企业超过300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
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低碳发展，已
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据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气候变化研究
室副主任马欣介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基于市
场手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机制。碳交易这
个原本陌生的名词，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紧出台《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条例》，以及重点企业碳排放报告办
法、碳排放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管理办法、重点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制度等配套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从事碳交易的企业数量在
全国大约有数千家，规模多为介于几百万元至几千万元之间的中小微
企业，主要分布在碳交易咨询、审定核证、核查、碳金融、培训教育等不
同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在日益得到重视和完善的碳交易环保产业中，
有志于此的中小微企业也能在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下，寻找到新
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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