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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1月份的小微指数看，小

微经济明显进入复苏周期的发展阶段。

分地区看，除了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他地

区的小微经济都在向好发展；分项指数

中的市场、绩效、扩张、采购、融资、风险

指数环比数据都呈向好态势；与去年同

期同比，分项指数中市场、绩效、扩张、采

购、信心、风险指数也都在向好。小微指

数的变动趋势与当前宏观经济步调一

致，也与其他可比指数趋势类似。

从历史经验、宏观经济形势和小微

指数本身规律看，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空

间仍然很大，但2018年由于宏观经济整

体发展趋缓，预计小微经济在2018年也

会面临一定发展压力，并在 2月份受春

节效应影响环比略微有所下降。

从小微指数2014年5月份编制发布

至今的总指数变动趋势看，小微经济总体

发展情况已经从 2016 年的底部开始回

升，虽然相比2014年的指数值高点偏低，

但目前已进入了复苏周期的发展阶段。

从具体月度数据看，2015 年、2016

年两年的1月份相比上年12月指数都有

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减小，2017年、2018

年的1月份都比上月上升。从单月环比

数据看，近两年 1月份的小微经济运行

情况要好于过去两年。制造业、交通运

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其他服

务业这些分项指数的1月份指数值与上

月相比全面好于2015年和2016年。

从分项指数看，除了成本指数，其

他分项指数各年1月份之间差值都呈现

向好变动趋势。各个统计值都印证了

上面所说的小微经济向好发展的趋势。

小微经济走势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

高度一致。2017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和

小微指数各分项指标也基本对应。除

了投资增速相对下降和小微指数的扩

张指数方向稍有差异外，小微指数与宏

观经济指标做到了很好的互相印证。

小微指数也与宏观消费支出变化率

密切相关。我国消费率长期较低，但近年

最终消费占GDP比值回升，对经济增长

贡献加大。从2017年需求结构来看，最

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值超过 54%，比

2010年的48.5%高出近六个百分点。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长期保持高增速，这也是

近期小微经济发展向好的重要原因。

同时，小微指数也与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密切相关，消费价格指数直接带来

小微企业的收入和绩效上涨。2017 年

以来物价指数已经出现了缓慢上涨态

势，这也是小微指数上涨的一个原因。

此外，其他反映中小企业运行情况

的指数走势也与小微指数走势基本一

致。比如，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中国中

小企业发展指数显示，近期的指数变动

与小微指数比较一致，有向好态势。

从长期看，伴随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我国小微企业还有巨大发展空间，但中

期可能面临一定压力。我们对未来中国

小微企业持续发展持乐观态度，预计下

一步小微经济将会呈现如下走势。

首先，中国目前仍然只是中等收入

国家，中小微企业数量还相对较少。按

照工商总局统计，目前中国经过快速发

展后的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7000万家，

相比于美国 3 亿多人口拥有近 3000 万

家中小微企业，我国作为近14亿人口大

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只有美国两倍多，

按照人口企业比，还远低于美国。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率绝对值仍较

高。小微企业发展往往与经济整体活

跃度相关，当经济繁荣时创业机会更

多，从而有更多小微企业产生。当前我

国的创业热潮可以看成是对以往基数

过低的补偿，这也意味着我国中小微企

业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中国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

施，基本不存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过程

中小微企业遇到的基础设施瓶颈。中

国的直接融资、普惠金融正在发展，政

府和社会各界都已经意识到直接融资

和小微普惠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并且各种形式的金融中介得到快速发

展，这对减少金融约束有很大帮助。

另外，我国政治稳定，近年逐步减

少行政干预，并对企业创办给予税收优

惠，这些都对创业环境有利。这些条件

都是我国小微企业未来长期具有乐观

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

从中期看，自从经济进入“新常态”

之后，我国经济维持在6.7%至6.9%的中

高速水平。同时，虽然消费稳健增长，

但在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情况下，消费

再提高难度较大，预计2018年消费将保

持10%左右的平稳增长。2017年以来，

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措施支撑 PPI高位

运行，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改善。但2018

年随着去产能力度边际减弱，将给工业

增加值带来回落压力。另外，由于宏观

经济去杠杆防金融风险的指引，社会融

资增速将小幅放缓，实体经济融资面临

量收价升压力。以上这些特点，给2018

年小微经济运行增加了不少压力，在中

期并不像长期那样乐观。

从小微指数走势看，每年的 2月份

指数相对于 1月份指数都有所下降，这

主要是春节效应所致。但下降趋势越发

减小，这也印证了小微经济向好的态

势。大部分分项指数有相似特点。预计

今年 2月份小微指数将会环比小降，各

个地区指数也会呈现环比小降态势。

2018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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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表
明本月小微企业运行稳中有升。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六升两降”态
势。其中，市场指数为44.2，较上月上升0.1个点；采购指
数为46.2，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6.8，上升0.2个点；
扩张指数为 46.1，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9.1，下降
0.1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2，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3.0，上升0.4个点；成本指数为61.2，下降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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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上升 0.2 个点；东北地区
为42.4，上升0.1个点；华东地区为49.3，上升0.2个点；中
南地区为 50.3，上升 0.3 个点；西南地区为 47.8，下降 0.1
个点；西北地区为42.9，下降0.2个点。

七大行业“四升一平两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4）来看，除农林牧
渔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1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8，较上月
下降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2.1，较上月下降0.2个点；
采购指数为44.1，较上月下降0.1个点；绩效指数为41.8，
下降0.2个点。调研结果显示，1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
业产量下降0.3个点，产品库存下降0.4个点，原材料库存
下降0.4个点，毛利率下降0.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5.1，上升0.1个点。其
市场指数为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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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上升0.3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1 月份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上升 0.3 个点，产品库
存上升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4个点，毛利率上升
0.7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0，较上月下降0.1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2.6，下降0.1个点；采购指数为39.0，
下降0.3个点；绩效指数为47.6，上升0.2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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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6个点，利
润上升0.5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7.5，与上月持
平。其市场指数为45.7，下降0.2个点；采购指数为47.4，
上升 0.1 个点；绩效指数为 46.0，上升 0.1 个点。调研结
果显示，1月份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及主营业务收
入均下降0.2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4个点，毛利率上
升0.5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9.8，上升 0.3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8.7，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为55.2，
上升0.3个点；绩效指数为47.6，上升0.2个点。具体市场
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上升 0.4个点，库存上升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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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
49.6，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9.5，上升 0.2 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0.3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4个点，利润和毛利率均上升0.3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7.5，较上月上升0.1个
点。其市场指数为45.1，上升0.2个点；采购指数为46.6，
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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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个点，主营业
务收入上升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2个点，毛利率
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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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上升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2.0，上升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4.4，上升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48.1，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3，
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51.9，上升0.5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4，上升0.1个点。其扩
张指数为42.5，与上月持平；信心指数为48.9，上升0.3个
点；融资指数为 46.6，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53.0，上
升0.3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9.3，上升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7.9，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7.8，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7，上升 0.3 个点；扩张指数为 47.3，

上升 0.2个点；融资指数为 48.6，上升 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2.8，上升0.2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50.3，上升0.3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9.0，上升 0.3个点；采购指数为 50.8，上升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9，上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9.3，
上升 0.4个点；融资指数为 52.0，上升 0.2个点；风险指数
为52.6，上升0.3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7.8，下降0.1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6.3，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为 46.8，下降 0.3
个点；信心指数为 46.4，下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1，

下降0.2个点；风险指数为50.9，下降0.2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2.9，下降0.2个点。其市

场指数为 41.1，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2.0，下降 0.2
个点；绩效指数为 45.5，下降 0.2个点；扩张指数为 42.0，
下降 0.1个点；信心指数为 39.8，下降 0.2个点；风险指数
为49.9，下降0.3个点。

融资需求和扩张意愿提升

1月份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见图5)为
49.2，上升0.1个点。

1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8.7，下降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4，上升 0.2 个
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5.2，下降0.2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9，上升 0.4 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9.9，上升 0.2 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2.8，上升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53.4，下降0.1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 5)为 53.0，上升 0.4 个
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2，上升 0.2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53.0，上升0.3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0，上升 0.4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4.0，上升 0.5个点；住宿餐饮业小
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3.8，上升 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 51.1，上升 0.2 个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
业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呈现“六升一降”态势，其中除交通
运输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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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一平一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
和交通运输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1月份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指数上升
0.2个点，信心指数下降0.1个点。

1月份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6.1，上升 0.2个点。分
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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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上升 0.2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4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6，上升 0.2 个点，其
用工需求上升0.5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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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7.6，上升 0.3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 0.5 个点，用工
需求上升 0.2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8.6，上
升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上升0.5个点，用工需求上升
0.2个点。

1月份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9.1，下降 0.1个点。分
行业来看，呈现“两升五降”的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8.8，下降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50.3，下降 0.1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 41.8，下降 0.2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9.2，下降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9，下降 0.1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50.1，上升0.4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5.0，上
升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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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安吉采访，记者发现安吉街
道上有一种能吃“汽车尾气”的路面，因
为街道路面上洒上了一种减少空气污染
的环保新材料——二氧化钛溶胶，该技
术来自安吉两山创客小镇的安吉云界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据安吉云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工程师斯康介绍，喷洒车把二氧化
钛的高性能光催化材料喷洒在路面上，
在光线的照射下，会产生负氧离子和自
由基，与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等物质
发生光催化反应后，就变成了水、盐类等
无害物质，从而能够赋予道路降解机动
车尾气的功能，抑制城市臭氧产生与光
化学污染，使道路成为“绿色环保之路”。

眼下，安吉正计划在全县实施“道路
机动车尾气降解工程”，将神奇的溶胶混
合进沥青等材料中，或直接喷洒在道路
表面。据介绍，安吉云界的光催化制剂
本身无毒无味，喷涂一次能够持续长时
间发挥功效。在相同的路况、天气、车流
量条件下，喷洒溶胶的路面，比未喷洒路
面的汽车尾气浓度降低15%左右。“通过
晴天、雨天以及不同天气状况的跟踪监
测，发现溶胶产品具有长期降解尾气作
用，喷洒一次作用时间可达 6 个月至 8
个月。目前，已在多个城市的医院、学
校、银行、商业综合体、公寓等工程中应
用。2017 年公司产值达 1000 万元，利润接近 400 万元。”斯
康说。

伴随生态产业的发展，安吉吸引了一大批海归人才回国创
业。2015年，安吉专门打造了两山创客小镇，目前已吸引国家
和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和湖州市精英人才 23 名，创客小镇的
54 家企业大多是高科技环保企业。“我希望与小镇里的创业者
一起为绿水青山贡献力量。”斯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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