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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发布

更多内容请
关注“趋势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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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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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中经发布预告

202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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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运行平稳 信心指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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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为43.7，与上月持平。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
融资指数为51.8,较上月上升0.1个点；小微企业的信心指数
为41.2，上升0.3个点。

随着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于 7月 1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小
微企业的经营困境将得到极大缓解。中国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政研处处长宋烜懿指出：“这对于增强中小微
企业发展信心，促进复工复产，优化营商环境将有很大
益处。”

“中小微企业账款被拖欠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宋烜懿说：“一方面，被拖欠
企业普遍反映运营压力增大，生产经营资金紧张，对尽早收
回欠款的要求十分迫切；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国有企业今年
受疫情影响减产停产，自身资金紧张、生产经营困难，导致
还款工作停滞，部分地方政府税源减少，还款能力也受到了
较大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建立长效机制解决拖欠账款问题、防
止新增欠款的产生十分必要。“条例的出台可以从源头上
制止无预算或超预算政府投资项目、未批先建、先开工后
立项等行为，杜绝无资金来源的项目开工，杜绝让企业垫
压资金等行为的发生，预防边清边欠问题的发生。”宋烜
懿表示。

新规有望缓解账款拖欠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编辑 郭文鹃

制 图 高 妍

2020年8月“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运
行平稳，维持在43.7。

八个分项指标指数呈现“四
升四降”。其中，信心指数上升
0.3个点，采购指数和成本指数均
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上升 0.1
个点；但扩张指数下降 0.2 个点，
市场指数、风险指数和绩效指数
均下降0.1个点。六大区域指数呈
现“三升三降”。华北地区上升
0.2个点，中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各
上升 0.1 个点；华东地区下降 0.3
个点，东北地区下降0.2个点，西
南地区下降0.1个点。七大行业指
数呈现“两升五降”。除农林牧渔
业和批发零售业分别上升 0.2 和
0.1个点外，其他行业小微指数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制造业、
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
交通运输业各分项指标大多有所
下降；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业
各分项指标大都向好。

从趋势上判断，虽然本月小微
指数没有延续上涨态势，但笔者认
为属于正常调整，小微企业整体发
展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主要是基
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宏观经济整体都在向好
发展。8月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
业务总量持续快速恢复，住宿、餐
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有序恢复
经营，市场活跃度进一步提高。宏
观经济景气必将改善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带动其尽快走出
低谷。

第二，从小微指数本身反映的信息看，市场指数和绩效
指数下降反映了市场需求不足，但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上升
反映了企业对未来预期乐观。尤其是融资指数中的融资难度
分项指标持续下降，反映了近期针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发
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各方高度关注小微企业，各项支持政策短期不会
退出。减税降费政策持续落实，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给予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
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多项金融政策
旨在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银行体系持续向实体经济让
利，尤其给予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持续降低。

第四，随着高校开学，各地人口流动加大，年轻消费群
体将给市场带来活力。随着炎热天气和降水减少，建筑业进
入生产旺季，生产活动有所加快，将促进大批建筑业工人流
动。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客运周转量将显著
回升。这些因素将带动经济重新活跃，提升市场主体信心，
拉动需求并促进民间投资。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应该从以
下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维持促进内需的政策。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国内大循环”，就要
打通国内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进一步促进内需增长，充分
释放整体经济活力，惠及作为中国经济“毛细血管”的小微
企业。

二是维持针对小微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和金融政策。笔
者团队针对疫情期间的减税降费和补贴政策对小微企业的影
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上述政策对企业稳定经营起到了重
要作用，而金融政策的“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则对满
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虽然整
体经济形势向好，但部分行业小微企业经营仍然存在困难。
因此，维持前期的支持政策很有必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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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与上月持平。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见图2）来看，呈现
“四升四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39.2，下
降0.1个点；采购指数为42.0，上升0.2个点；
绩效指数为43.6，下降0.1个点；扩张指数为
42.7，下降0.2个点；信心指数为41.2，上升
0.3个点；融资指数为51.8，上升0.1个点；风
险指数为48.6，下降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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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升三降”态势。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为
41.8，上升0.2个点；东北地区为40.8，下降
0.2个点；华东地区为45.1，下降0.3个点；
中南地区为45.6，上升0.1个点；西南地区
为43.4，下降0.1个点；西北地区为40.8，上
升0.1个点。

七大行业“两升五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见图4）
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业上升
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

8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5，上升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9.6，较
上月上升0.1个点；采购指数为41.1，上升
0.3个点；绩效指数为43.6，上升0.1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8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产
量和订单量均上升0.3个点，产品库存上升
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5个点，原材
料库存上升0.2个点，毛利率上升0.2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4.8，下降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8.5，较上月下降
0.3个点；采购指数为39.5，上升0.2个点；绩
效指数为47.4，下降0.2个点。调研结果显
示，8月制造业小微企业产量下降0.4个点，
订单量下降0.5个点，积压订单和主营业务
收入均下降0.3个点，原材料采购量和原材
料库存均上升0.2个点，利润下降0.4个点，
毛利率下降0.2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0.8，下降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7.8，下降0.3个
点；采购指数为38.2，下降0.1个点；绩效指
数为41.3，下降0.2个点。调研结果显示，8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程量下降0.5个点，新
签工程合同额下降0.3个点，工程结算收入
下降0.4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3个点，
利润下降0.4个点，毛利率下降0.1个点。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2.5，
下降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0.4，下降0.2
个点；采购指数为37.2，上升0.2个点；绩效
指数为43.2，下降0.3个点。调研结果显示，
8月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输量下降0.4个
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个点，原材料采购
量上升0.3个点，利润下降0.7个点，毛利率
下降0.4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5，上升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1.3，上
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48.5，上升 0.3 个
点；绩效指数为41.3，上升0.1个点。具体
市场表现为：销售订单量上升0.1个点，积
压订单上升0.4个点，库存上升0.2个点，进
货量上升0.4个点，利润上升0.3个点，毛利
率上升0.1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39.4，
下降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7.9，下降0.3
个点；采购指数为38.8，下降0.4个点；绩效
指数为39.2，下降0.2个点。具体表现为：小
微企业业务预订量下降0.6个点，主营业务
收入下降0.5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0.7个
点，原材料库存下降0.3个点，利润下降0.4
个点，毛利率下降0.3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40.8，下降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7，下降0.3个
点；采购指数为40.6，上升0.4个点；绩效指
数为39.0，上升0.1个点。具体表现为：业务
预订量下降0.5个点，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4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0.7个点，原材料库
存上升0.3个点，利润上升0.3个点。

六大区域“三升三降”

华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1.8，上升
0.2个点。其采购指数为39.1，上升0.3个
点；绩效指数为 41.6，上升 0.2 个点；信心
指数为 38.3，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数为
53.4，上升0.3个点；风险指数为47.0，上升
0.2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0.8，下降
0.2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4.7，下降0.2个
点；采购指数为37.9，下降0.1个点；绩效指
数为41.0，下降0.3个点；扩张指数为39.5，
下降0.3个点；信心指数为41.7，下降0.1个
点；风险指数为52.6，下降0.2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1，下降
0.3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3.3，下降0.3个
点；绩效指数为 45.4，下降 0.4 个点；扩张

指数为 44.5，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8，下降0.3个点；风险指数为49.1，下降
0.1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5.6，上升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3.2，上升0.1个点；采
购指数为45.3，上升0.2个点；绩效指数为
43.8，上升0.1个点；信心指数为41.6，上升
0.3个点；融资指数为54.1，上升0.1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3.4，下降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41.4，下降0.1个
点；绩效指数为43.9，下降0.2个点；信心指
数为37.9，下降0.1个点；风险指数为48.7，
下降0.3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40.8，上升
0.1个点。其市场指数为36.8，上升0.2个
点；绩效指数为 43.0，上升 0.2 个点；信心
指数为 32.5，上升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
50.0，上升0.2个点；风险指数为45.4，上升
0.1个点。

融资需求和信心指数上升

8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融资指数
(见图5)为51.8，上升0.1个点。

8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0，上升0.3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融资指
数为54.0，上升0.3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融
资指数为49.6，上升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51.0，上升0.2个点。

小微企业的风险指数(见图5)为48.6，下
降0.1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3，下降0.1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风险指
数为45.3，下降0.4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44.2，下降0.1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42.2，下降0.2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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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升五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
渔业和批发零售业外，其他行业的流动资金
周转速度均有所变缓；回款周期指数表现为

“四升三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建筑
业和服务业外，其他行业的回款周期均有所
缩短。

8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情况的扩张
指数下降0.2个点，信心指数上升0.3个点。

8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2.7，下降

0.2个点。分行业来看，除批发零售业上升
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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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下降0.1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
下降0.5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8，下降0.3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
0.5个点，用工需求下降0.3个点；建筑业
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36.2，下降0.2个点，
其新增投资需求与用工需求均下降0.3个
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39.5，下降0.1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与用
工需求均下降0.4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扩张指数为34.8，下降0.5个点，其新增
投资需求下降0.6个点，用工需求下降0.3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41.4，
下降0.2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下降0.4个
点，用工需求下降0.1个点。

8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1.2，上升0.3
个点。分行业来看，除住宿餐饮业下降外，
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信心指数均有所上
升。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7，上升0.3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44.2，上升0.5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35.5，上升0.1个点；交通运输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0.8，上升0.2个点；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42.2，上升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3.3，下降0.2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
数为33.8，上升0.1个点。

附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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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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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扩张指数和信心指数反映小微企业
经营预期情况，8月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信心
指数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