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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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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业绩不同程度下降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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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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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较上月下降14.2个点，本月受疫情影
响，大部分小微企业未复工，运行指数大
幅下降。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
现“一升七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24.5，下降18.8个点；采购指数为25.3，下
降20.1个点；绩效指数为30.7，下降15.2
个点；扩张指数为30.8，下降 14.1 个点；
信心指数为30.6，下降18.3个点；融资指
数为 48.6，下降 0.2 个点；风险指数为
36.8，下降16.0个点；成本指数为81.4，上
升22.1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见图3）来看，呈现
不同程度下降态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31.4，下降13.9个点；东北地区为30.4，下
降10.9个点；华东地区为33.2，下降14.8
个点；中南地区为33.1，下降 17.0 个点；
西南地区为31.9，下降15.2个点；西北地
区为30.6，下降11.3个点。

七大行业指数不同程度下降

从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 4）来看，2
月份七大行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5.5，
下降 9.6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29.5，下降
12.3个点；采购指数为30.3，下降14.2个点；
绩效指数为36.0，下降7.0个点。调研结果
显示，2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
24.0个点，订单量下降23.1个点，原材料
采购量下降 20.6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11.6个点，利润下降3.5个点，毛利率下降
15.4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0.5，下降
13.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0.1，下降18.4个
点；采购指数为21.8，下降17.8个点；绩效
指数为30.9，下降13.5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2月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30.8个
点，订单量下降31.8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
降25.4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15.4个点，利
润下降17.2个点，毛利率下降19.6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27.5，下降
15.5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0.2，下降20.1个
点；采购指数为16.8，下降18.8个点；绩
效指数为30.0，下降16.4个点。具体表现
为工程量下降28.9个点，新签工程合同额
下降32.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30.7个
点，原材料库存下降10.1个点，利润下降
22.6个点，毛利率下降21.9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0.3，
下降17.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3.8，下降
23.0个点；采购指数为26.3，下降22.5个
点；绩效指数为27.6，下降18.5个点。具
体表现为运输量下降34.0个点，业务预订
量下降32.2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26.7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28.8个点，原材
料库存下降 24.3 个点，利润下降 24.6 个
点，毛利率下降25.5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5.2，
下降14.0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1.0，下降
17.3个点；采购指数为31.3，下降23.6个
点；绩效指数为31.7，下降15.6个点。具体
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下降31.7个点，销售
额下降22.7个点，进货量下降28.5个点，利
润下降20.2个点，毛利率下降22.4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29.2，
下降2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5.5，下降
26.6个点；采购指数为26.7，下降24.9个
点；绩效指数为27.4，下降23.1个点。具
体表现为业务量下降39.3个点，业务预订
量下降36.1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31.8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32.4个点，原材
料库存下降 26.2 个点，利润下降 30.0 个
点，毛利率下降32.7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2.5，下降
15.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5.5，下降20.3个
点；采购指数为28.7，下降17.3个点；绩
效指数为29.0，下降16.6个点。具体表现
为业务量下降33.2个点，业务预订量下降
28.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22.8 个点，
原材料库存下降17.9个点，利润下降18.7
个点，毛利率下降26.5个点。

六大区域指数均呈下降态势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31.4，下降
13.9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4.6，下降16.9个
点；采购指数为24.1，下降17.6个点；绩
效指数为30.9，下降13.2个点；扩张指数
为28.9，下降11.9个点；信心指数为29.2，
下降18.7个点；融资指数为47.4，下降1.1
个点；风险指数为38.5，下降13.8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30.4，下降
10.9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2.0，下降14.7
个点；采购指数为23.8，下降 15.5 个点；
绩效指数为29.4，下降11.0个点；扩张指
数为 28.6，下降 12.2 个点；信心指数为
32.1，下降16.5个点；风险指数为41.9，下
降11.8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33.2，下降
14.8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7.4，下降18.9个
点；采购指数为26.7，下降20.7个点；绩
效指数为32.1，下降15.0个点；扩张指数
为 31.5，下降 14.0 个点；信心指数为
30.6，下降17.4个点；风险指数为36.9，下
降15.1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33.1，下降
17.0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6.9，下降21.9个
点；采购指数为26.8，下降23.2个点；绩
效指数为30.7，下降17.8个点；扩张指数
为30.9，下降18.1个点；信心指数为29.2，
下降19.9个点；融资指数为51.3，下降0.3
个点；风险指数为35.3，下降17.7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31.9，下降
15.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5.8，下降19.6个
点；采购指数为25.9，下降21.2个点；绩
效指数为30.8，下降16.4个点；扩张指数
为31.1，下降14.4个点；信心指数为27.3，
下降19.2个点；风险指数为32.3，下降19.4
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30.6，下降
11.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25.1，下降15.0个
点；采购指数为23.7，下降15.8个点；绩效
指数为30.5，下降14.7个点；扩张指数为
30.8，下降10.3个点；信心指数为21.3，下
降17.5个点；融资指数为46.5，下降0.9个
点；风险指数为33.8，下降16.1个点。

融资需求和经营预期下降

2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
（见图5）为48.6，下降0.2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7.5，
下降1.0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4.4，下降2.8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
融资指数为46.8，下降1.9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40.5，下降 1.2 个
点；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2.2，下降
1.7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 （见 图 5） 为
36.8，下降16.0个点。

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37.6，
下降14.1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

为39.1，下降13.7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35.2，下降17.0个点；交通运
输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33.5，下降16.3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36.8，下降16.9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30.9，下降23.9个点；服务业
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32.1，下降 18.9 个
点。调研结果显示，七大行业流动资金周
转指数和回款周期指数全面下行，各行业
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放缓，回款周期
均有所延长。

2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为30.8，下降14.1个点，七大行业的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农
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34.7，下降
11.9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9.9个点，
用工需求下降15.8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扩张指数为27.8，下降15.9个点，其新增
投资需求下降 12.6 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14.7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21.3，下降16.8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16.1个点，用工需求下降14.4个点；交通
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29.3，下降18.7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15.6个点，用
工需求下降18.4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36.5，下降10.6个点，其新
增投资需求下降10.8个点，用工需求下降

12.6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1.0，下降15.7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14.8个点，用工需求下降19.9个点；服务
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36.1，下降11.5个
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10.4个点，用工
需求下降14.9个点。

2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30.6，下降
18.3个点。分行业来看，呈现全部下降态
势。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34.9，下降14.9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33.5，下降16.6个点；建筑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25.7，下降 17.3 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28.4，
下降19.5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
指数为31.4，下降18.8个点；住宿餐饮业
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22.3，下降 27.4 个
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24.2，下降
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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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经济日报社已建成产
经、财经、农经全覆盖的经济信息数据库。创业企业
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中国家庭财富调查、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农景气指数、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消费趋势报告（乳制品）等特色信息产品均已编
制发布。

4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3月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报告、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等，敬请关注。

相比于大企业，小微企业抗
风险能力差，资金链更加脆弱，在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小微企业
业绩下降更加明显。

2020年2月“经济日报-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
数”为 31.9，相较上月大幅下降
14.2 个点。六个地区、七个行业
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八个分
项指数中市场、采购、绩效、扩张、
信心、风险和融资七项指数均有
下降，只有成本指数由于企业经
营活动大幅萎缩而使得运输、经
营相关成本下降，相应指数值大
幅上升。

从地区看，东北、西北、华北、
华东、西南、中南地区受冲击程度
逐次加深，指数均下降10个点以
上。中南地区作为疫情重灾区，指
数下降达17个点，疫情并不太严
重的西南地区，同样由于市场、采
购指数下降而带动总指数下降
15.2个点，这反映了地区间紧密的
经济关联。从行业看，农林牧渔
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
受冲击程度逐次加深。为防控疫
情，各地相继管控人流聚集的餐饮
业，并对交通进行限制。因此，住
宿餐饮业受到冲击最大，交通运输
业次之。交通运输业作为最主要
的生产性服务业，该行业受制影响
了其他行业发展。

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各地政
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企业克服
当前困难，特别是针对比较脆弱的中小微企业出台了税收减
免、增加信贷、缓缴社保费甚至直接补贴房租的措施。各地
也正在有序放开管制，组织企业复工。从目前看，新冠肺炎
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下降，但经济彻底复苏可能还需要更多时
间，目前发电量、旅客量、港口吞吐量等关键宏观指标都低于
正常值较多，需要在谨慎防控疫情的同时逐步恢复。

为了更好地在防控疫情的同时稳定经济，当前和今后还
面临一些重要任务。一是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直接支持，
包括税费减免、直接补贴、贷款贴息等。中央政府可以按照
地方企业数量和雇员数量、结合受疫情影响程度给予地方政
府专项转移支付，促进地方尽快执行补贴政策，同时，建议各
类补贴应与持续经营和维持就业挂钩。

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放宽各种限制。经济日
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针对新冠
肺炎疫情对小微企业影响的专项调查显示，交通限制具有全
国普遍性。交通限制是影响小微企业未来经营的最大负面
因素，可以考虑结合当地疫情状况，适当放宽交通限制以及
开工限制。

三是在政策执行的同时，要特别关注政策落实效果。结
合大样本调查，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并未真正享受到相关优惠
政策，甚至不了解优惠政策。就信贷政策而言，即使有宽松
信贷政策，但抵押物不足也会制约实际政策效果。在此特殊
时期，可以考虑适当放松信贷条件。

四是抓住机遇推进长效改革。在防控疾病、卫生应急和
居民健康生活习惯培养等方面，应该在制度建设上有所作
为；在社会治理上，信息公开化要及时准确，并强化问责机
制；在企业经营保障上，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融资体制，包括企
业债市场、应急融资机制等。（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2020年2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31.9，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小微企业未
复工，运行指数大幅下降。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举行的支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张克俭表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能力
有助于中小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下一步，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会同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
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解决迫在眉睫的现金流不足等问题，
并引导他们在持续经营下去的同时，有机会走上“专精特
新”道路，实现转型升级。

首先，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增强创新实力。着
力培育聚焦细分领域、专业化程度高、自主研发能力强的
优质企业，让更多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转型升级
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其次，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上水
平。推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上“云”，支持企业通过协
同制造平台整合分散的制造能力，实现技术、产能与订单
共享，加大对中小企业改造提升信息化水平的支持力度，
推动柔性化生产、管理流程再造和数据资源开发。

第三，以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创业创新。充分发挥工
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657家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329家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以及
4000多家省级平台和2000多家省级基地的作用，为企业
转型升级提供服务及场所。会同财政部3年内拿出100
亿元支持200个实体开发区打造创新创业特色载体，助
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融通创新。
联合财政部举办2020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率先征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类创新项目，激发创
新活力，抓好项目的落地孵化，助力企业创业创新。

4月中经发布预告

“硬核政策”助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编辑 谢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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