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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发布——

小微景气上升 经营预期乐观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着 力 改 善 小 微 企 业 金 融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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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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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上升。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 2）来看，呈现“六升一平一
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4.1，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
为 46.0，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6，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5.9，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2，
上升0.3个点；融资指数为49.1，与上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52.6，上升0.3个点；成本指数为61.6，下降0.4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 3）来看，呈现“五升一降”态
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5.7，上升 0.3 个点；东北地区
为42.3，下降0.2个点；华东地区为49.1，上升0.2个点；中
南地区为 50.0，上升 0.2个点；西南地区为 47.9，上升 0.4
个点；西北地区为43.1，上升0.3个点。

七大行业“五升一平一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4）来看，除农林牧
渔业与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上升。

12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0，较上
月下降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2.3，较上月下降 0.1个
点；采购指数为 44.2，较上月下降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0，上升 0.2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2月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产量下降0.3个点，产品库存下降0.5个点，原材料
库存下降0.5个点，利润上升0.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5.0，上升0.3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40.3，较上月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为40.5，
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6.1，上升0.4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12月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上升0.5个点，订单量上
升0.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均下降0.2个点，
利润和毛利率均上升0.6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1，较上月上升0.2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2.7，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为39.3，
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7.4，与上月持平。调研结果
显示，12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上升0.4个点，新签工
程合同额上升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5个点，毛利
率上升0.3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5，上升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5.9，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47.3，
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5.9，上升0.1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12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及业务预订量均上
升0.4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6个点，利润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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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上升0.3个点；采购指数为54.9，
上升0.1个点；绩效指数为47.4，上升0.4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上升 0.4个点，销售额上升 0.6个点，
进货量上升 0.1个点，利润上升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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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较上月上升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50.4，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49.3，
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9.3，上升0.2个点。具体表现为
小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上升0.4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上升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4个点，利润上升0.5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4，与上月持平。其
市场指数为44.9，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46.4，与上月
持平；绩效指数为 45.6，上升 0.1 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
量上升0.3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0.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
下降0.3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0.6个点，利润上升0.5个
点，毛利率下降0.3个点。

六大区域“五升一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7，上升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7，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1，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5，上升 0.5 个点；信心指数为 47.7，
上升 0.3个点；融资指数为 49.1，上升 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1.4，上升0.3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3，下降0.2个点。其采
购指数为 40.8，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5，下降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6，下降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46.5，
下降0.1个点；风险指数为52.7，下降0.2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9.1，上升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7.6，上升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4，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1，上升 0.4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1，
上升0.5个点；风险指数为52.6，上升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50.0，上升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8.7，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50.4，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7，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8.9，
上升 0.2个点；信心指数为 49.4，上升 0.1个点；融资指数
为51.8，上升0.2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9，上升0.4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4，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8.0，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3，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1，

上升 0.1个点；信心指数为 46.7，上升 0.3个点；融资指数
为48.3，上升0.4个点；风险指数为51.1，上升0.6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3.1，上升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4，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2，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7，上升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1，
上升0.3个点；风险指数为50.2，上升0.5个点。

扩张、信心指数双升

12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为 49.1，与
上月持平。

12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1，与上月
持平;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9.2，上升0.2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5.4，下降 0.1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5，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7，下降 0.2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2.7，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53.5，下降0.3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2.6，上升 0.3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7，上升 0.4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2.6，上升 0.5 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3，上升 0.4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5，上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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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除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流
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变快，回款周期表现为“四升两平
一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外，
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12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上升
0.2个点，信心指数上升0.3个点。

12 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5.9，上升 0.2 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和服务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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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5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
张指数为 40.1，上升 0.1个点，其用工需求上升 0.3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4，上升 0.4 个点，其
新增投资需求上升0.3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6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9，上升 0.3 个点，其新增
投资需求上升0.1个点，用工需求上升0.6个点。

12 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2，上升 0.3 个点。分
行业来看，呈现“四升三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2，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50.4，上升 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2.0，上升 0.1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9.4，上升 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1.0，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7，上升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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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都对原始数据进
行处理，均已经调整
为正向指标，指数越
大表明情况越好。

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调

整、污染防治、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等方面均有进展。从小微经济的运行

态势来看，其发展步入新周期的趋势

更加明显，2017年12月“经济日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当月上涨0.2个点，回到46.7，达

近两年来的相对高点，且各分项指数

表现良好。

2017年小微经济波浪式筑底，虽

然全年指数仍处于荣枯值下方，但从

年初总指数 46.2 到年末的 46.7，已经

凸显出小微经济的“新常态”。如果说

年初指数上扬犹犹豫豫，下半年的指

数上扬则相对稳健扎实。当然，筑底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个别区域和个别

行业的发展还有不确定性因素，比如

东北区域的分项指数还在下降。应该

说小微经济的运营趋势较好，但压力

依然不小。

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交通运输等消费类、服务类小微

企业全年增长趋势良好，这与深化收

入分配改革、增加有效需求的相关政

策导向有关，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

均可支配收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的

广度和深度提高，这些行业的后续发

展可以预期。制造业、建筑业、农业

等领域的小微企业依然存在发展瓶

颈。由于部分地区以行政化的方式去

产能和解决环保排放，导致一些大宗

商品的价格大幅波动，原材料的价格

波动直接导致了中下游小微企业的运

营压力；此外，依然有大量小微企业

得不到足额的生产性融资，以及小微

经济的就业供给不足，也让小微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承压。

2017 年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阴霾。

中国经济则顺利实现新旧经济周期的

转换。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

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

步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

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在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等政策的战略导向下，传统

产业优化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已

初具规模，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

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

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的增长点也

已初步显现。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趋好的背景

下，2017 年小微指数走势稳中攀升，

年初到年末，多数分项指数表现良

好，市场指数从 43.5 到 44.1，采购指

数从 45.4 到 46.0，扩张指数从 45.4 到

45.9，信心指数从 48.1 到 49.2，风险

指数从 51.9 到 52.6，均显示出小微经

济稳健筑底的趋势。但融资指数从

49.4 到 49.1， 成 本 指 数 从 62.3 到

61.6，反映出我们在 2018 年需要重点

关注的政策着力点。年度融资指数下

降，意味着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并未

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成本指数的下降

则预示着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仍然存

压，如何抑制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的

趋势，对于未来小微企业的发展尤为

重要。

总的来说，2017年我国小微经济

的外部政策有显著改善，小微企业增

值税免税及“营改增”落地，所得税

减税扩大规模，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

发放小额贷款利息免增值税等政策陆

续出台，都为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提

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我们依然可

以看到，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难以

得到各类金融机构的支持。因此，根

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发展小微经济

的部署和要求，需要增加金融对实体

经济的供给，这不仅需要增加服务小

微的金融机构的数量，更要提升这些

机构服务质量。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趋

好的背景下，2017 年小微指数

走势稳中攀升，年初到年末，多

数分项指数表现良好。不过，

年度融资指数下降，意味着小

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并未得到根

本性的改善。2018 年，不仅需

要增加服务小微的金融机构的

数量，更要提升这些机构服务

质量——

“我们目前在北京郊区的几家民宿，
如龙湖居、云崖居、乐渡居和竹溪漫居的
经济效益都还不错。‘十一’黄金周，基本
都是提前一周房间就订完了，连续几天
满房，效益挺好。交易额在 50 万元左
右。”北京漫宜创意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创始人李崇昌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漫宜目前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等便携的网络终端，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起休闲旅游信息
平台。“我们致力于发展郊区特色乡村
综合性休闲旅游。在发挥现代化农业
优势的基础上，全面打造针对都市人
群的丰富精彩的郊区休闲度假平台。”
李崇昌说。

李崇昌亦坦言，虽然乡村振兴战略
对民宿发展是极大的利好，但做民宿的
小微企业在发展中仍面临着许多困难。
如，国家虽然出台宏观政策鼓励发展乡
村旅游服务行业，但在基层具体的指导
性细则太少，导致很多有利于带动当地
村民增收和利用闲置土地的好项目不能
落实，营商环境不太友好。另外，人才匮
乏、融资难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当下，单品爆款、网红民宿的初级发
展阶段已经过去，民宿通过众筹等互联
网金融手段迅猛扩张，品牌连锁初具规
模，下一个阶段将是集群化发展，“民宿
生态圈”的概念越发受到行业的认可。

“2018年是民宿开启标准化发展的元年。国家旅游局出台
的国内第一部关于民宿的旅游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
评价》 已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标准的出台明确告诉
业界，一味的野蛮生长不能带来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此外，
已有 22个省区市颁布出台相关政策标准，引导、促进民宿产
业快速健康发展。”中旅协民宿分会会长张晓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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