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1，

较上月上升 0.1个点。

从各分项指标指数来看，呈现“三升

两平三降”态势。其中市场指数为 39.5，

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为 42.1，下降 0.2个

点；绩效指数为 44.2，与上月持平；扩张

指数为 42.8，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1.1，下降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52.8，上

升 0.5 个点；风险指数为 48.8，上升 0.3 个

点；成本指数为62.5，下降0.1个点。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三升两

平 一 降 ” 态 势 。 华 北 地 区 小 微 指 数 为

42.0，上升 0.1 个点；东北地区为 41.1，下

降 0.1 个点；华东地区为 45.0，与上月持

平；中南地区为 46.4，上升 0.3 个点；西

南地区为 43.6，与上月持平；西北地区为

41.3，上升 0.3个点。

七大行业“六升一降”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除

制造业下降外，其他行业小微企业指数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2020 年 12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 43.5，上升 0.1 个点。其市场

指数为 39.5，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采购

指数为 41.4，上升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7， 上 升 0.1 个 点 。 调 研 结 果 显 示 ，

2020 年 12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上升 0.5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5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4 个点，利润

上升 0.2个点，毛利率上升 0.1个点。

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2，下

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8.8，较上月

下降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3，下降 0.3

个点；绩效指数为 48.1，下降 0.3 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2020 年 12 月制造业小微

企业订单量下降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

下降 0.2 个点，原材料库存下降 0.1 个点，

利润下降 0.5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0.7，上

升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7.3，上升 0.1

个点；采购指数为 38.5，上升 0.4 个点；

绩效指数为 41.3，下降 0.2 个点。调研结

果显示，2020 年 12 月建筑业小微企业工

程结算收入上升 0.2 个点，原材料库存上

升 0.5个点，利润下降 0.3个点。

交 通 运 输 业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43.2，上升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1，

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0，下降 0.4

个点；绩效指数为 43.4，与上月持平。调

研结果显示，2020年 12月交通运输业小微

企业运输量上升0.5个点，业务预订量上升

0.3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下降 0.2 个点，原

材料库存下降 0.4 个点，利润上升 0.2 个

点，毛利率下降0.2个点。

批 发 零 售 业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45.2，上升 0.2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41.9，

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48.6，下降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2，上升 0.3 个点。

具 体 市 场 表 现 为 销 售 订 单 量 上 升 0.3 个

点，销售额上升 0.2 个点，进货量下降 0.7

个点，利润上升 0.3 个点，毛利率上升 0.4

个点。

住 宿 餐 饮 业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指 数 为

39.9，上升 0.6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8.6，

上升 1.0 个点；采购指数为 39.0，上升 0.6

个点；绩效指数为 40.1，上升 1.1个点。具

体表现为小微企业业务量上升1.0个点，原

材料采购量上升0.6个点，原材料库存上升

0.5 个点，利润上升 1.1 个点，毛利率上升

0.5个点。

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1，上

升 0.4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6.7，上升 0.5

个点；采购指数为 40.8，上升 0.3 个点；

绩效指数为 39.2，上升 0.6 个点。具体表

现为业务量上升 0.5 个点，业务预订量上

升 0.4 个点，原材料采购量上升 0.1 个点，

原材料库存上升 0.4 个点，利润上升 0.2 个

点，毛利率上升 0.6个点。

六大区域“三升两平一降”

华 北 地 区 小 微 企 业 指 数 为 42.0， 上

升 0.1 个 点 。 其 市 场 指 数 为 37.0， 上 升

0.2 个 点 ； 采 购 指 数 为 39.5， 上 升 0.4 个

点 ； 绩 效 指 数 为 42.1， 上 升 0.2 个 点 ；

信 心 指 数 为 38.0， 上 升 0.1 个 点 ； 融 资

指 数 为 54.0， 上 升 0.1 个 点 ； 风 险 指 数

为 47.3，上升 0.1 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1.1，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5.0，下降 0.2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1.7，下降 0.2 个点；扩

张指数为 39.2，下降 0.2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5.0，与上

月持平。其市场指数为 43.1，与上月持

平；采购指数为 45.0，上升 0.1 个点；绩

效指数为 45.2，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

为 44.2，与上月持平；信心指数为 41.2，

下降 0.3 个点；融资指数为 49.2，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48.5，上升 0.2个点。

中 南 地 区 小 微 企 业 指 数 为 46.4， 上

升 0.3 个 点 。 其 市 场 指 数 为 44.1， 上 升

0.4 个 点 ； 采 购 指 数 为 45.8， 上 升 0.3 个

点 ； 绩 效 指 数 为 44.4， 上 升 0.3 个 点 ；

扩 张 指 数 为 44.9， 上 升 0.3 个 点 ； 融 资

指 数 为 55.0， 上 升 0.3 个 点 ； 风 险 指 数

为 47.1，上升 0.2 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3.6，与上

月持平。其市场指数为 41.5，与上月持

平；采购指数为 44.4，上升 0.1 个点；绩

效指数为 44.1，下降 0.1 个点；扩张指数

为 43.6，与上月持平；信心指数为 38.4，

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48.3，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48.8，上升 0.1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指数为 41.3，上升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为 37.3，上升 0.3 个

点；采购指数为 37.0，上升 0.3 个点；绩

效指数为 43.9，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数

为 50.2， 上 升 0.2 个 点 ； 风 险 指 数 为

48.1，上升 3.0个点。

融资需求和扩张指数上升

2020 年 12 月反映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的融资指数为 52.8，上升 0.5个点。

2020 年 12 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融

资指数为 50.5，上升 0.4 个点；制造业小

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4.6，上升 0.5 个点；

建筑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50.5，上升

0.6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

为 51.7，上升 0.6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融资指数为 52.1，上升 0.3 个点；住

宿餐饮业小微企业融资指数为 47.4，上升

0.6 个 点 ； 服 务 业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指 数 为

53.8，上升 0.6个点。

小 微 企 业 的 风 险 指 数 为 48.8， 上 升

0.3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

为 46.4，上升 0.6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风险指数为 50.6，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

小 微 企 业 风 险 指 数 为 45.6， 上 升 0.4 个

点 ； 交 通 运 输 业 小 微 企 业 风 险 指 数 为

44.1，上升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 51.3，上升 0.3 个点；住宿

餐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2.6，上升

0.4 个 点 ； 服 务 业 小 微 企 业 风 险 指 数 为

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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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升一

降”态势，其中除农林牧渔业外，其他行

业的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均有所加快；回款

周期指数表现为全部上升态势，七大行业

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缩短。

2020 年 12 月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

情况的扩张指数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

下降 0.2个点。

2020 年 12 月 小 微 企 业 扩 张 指 数 为

42.8，上升 0.1 个点。分行业来看，除农

林牧渔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下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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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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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上升 0.1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

求上升 0.2 个点，用工需求上升 0.1 个点；

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扩张指数为 44.3，上

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求和用工需求

均上升 0.1 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扩张指

数为 41.4，上升 0.2 个点，其新增投资需

求上升 0.3个点，用工需求上升 0.1个点。

2020 年 12 月 小 微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为

41.1，下降 0.2 个点。分行业来看，除制

造业和住宿餐饮业上升，服务业持平外，

其他行业的小微企业信心指数均有所下

降。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为 41.8，下降 0.6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

信心指数为 44.7，上升 0.4 个点；建筑业

小 微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为 35.0， 下 降 0.3 个

点 ； 交 通 运 输 业 小 微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为

40.5，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2.3，下降 0.3 个点；住宿

餐饮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3.2，上升

0.1 个 点 ； 服 务 业 小 微 企 业 信 心 指 数 为

33.9，与上月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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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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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行持续向好 融资指数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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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微
经
济
保
持
稳
健
复
苏
态
势

孙
文
凯

做好服务企业“加减法”
本报记者 祝君壁

本版责编 谢 慧 秦 悦

2020 年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重点

支持中小微企业，将保中小微企业作为

保市场主体和保居民就业的主要抓手。

在政策推动下，小微经济持续好转。2020

年 12月“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较上月提高 0.1 个

点，小微指数连续八个月稳中有升，反映

出小微经济保持稳健复苏态势。

分项指数、区域指数和行业指数大

多呈现持续好转态势。八个分项指数

“三升两平三降”。其中，融资指数大幅

上升 0.5 个点，反映了小微企业融资环

境持续好转，大多数行业小微企业融资

难度有所下降，融资需求有所上升。风

险指数上升 0.3 个点，几乎所有行业小

微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和回款周期都

有所加快，反映了经济进入正向循环。

扩张指数提高 0.1 个点，各行业新增投

资大都有所提高。市场指数与绩效指数

与上月持平，农林牧渔、交通运输、制造

业和服务业营业额有所提高。采购指数

下降 0.2 个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批

发零售业采购量和库存有所下降，建筑

业和住宿餐饮业库存上升。信心指数下

降 0.2 个点，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信心

指数下降较多。成本指数下降 0.1 个点，

制造业、交通运输和住宿餐饮业总体经

营成本有所提高。六大区域指数呈现

“三升两平一降”态势，中南和西北地区

各上升 0.3 个点，华北地区上升 0.1 个

点，华东和西南地区与上月持平，东北

地区受疫情影响,市场、扩张和绩效指

数有所下降，总指数稍降 0.1 个点。七大

行业小微指数呈现“六升一降”态势，除

制造业下降 0.1 个点外，其他行业小微

企业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住宿

餐饮业上升最多达 0.6个点。

小微经济持续向好有众多原因。从

小微指数本身反映的情况看，小微企业

面临的融资环境不断好转，经济向好使

得企业运营风险下降，投资活动稳步扩张。消费的复苏带动住宿

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和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经营逐步恢复。

生产生活的恢复也使得除受疫情影响的东北地区外，其他各地

区小微指数稳中有升。

从深层原因看，小微经济的不断好转源于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是宏观经济整体好转。2020 年 12 月经济恢复向好势头继

续巩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

综合 PMI 产出指数均继续位于年内较高运行水平，连续 10 个

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工业增加值呈现逐季回升态势，2020 年

三季度已经高于整体经济增速。2020 年 11 月全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虽然累计增长率为负，但降幅持续收窄。尤其是近期

出口持续增长带动经济好转，外贸对经济贡献由负转正，起到

了积极拉动作用。第二是政策仍在持续助力小微经济，针对小

微企业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小微企业的财税负担仍然处于较

低水平。

虽 然 持 续 好 转 ，但 小 微 企 业 未 来 持 续 发 展 尚 存 压 力 。

第 一 ，部 分 应 对 疫 情 的 税 负 减 免 政 策 在 2020 年 底 到 期 。比

如 中 小 微 企 业 三 项 社 会 保 险 单 位 缴 费 部 分 免 征 政 策 2020

年底到期，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也于 2020 年底到

期。第二，小微企业指数虽然稳中有升，但绝对值仍然在相

对低位运行，上升压力仍在。第三，宏观环境仍有待进一步

改善，尤其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投资增速的差距持续

拉 大 ，表 明 消 费 的 复 苏 仍 然 相 对 缓 慢 。市 场 主 体 的 积 极 性

和活跃程度仍有待继续提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需进

一步筑牢。

在此背景下，仍需继续推进各项扶持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要千方百计维护宏观经济和小微经济稳定复苏的局面，视情

况调节小微企业税负水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

度，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继续坚持促消费扩内需的政策。同

时，应持续改善企业生存环境，减少各种市场扭曲，不断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

2020 年 12 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为 44.1，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反映小微企业融

资需求的融资指数为 52.8，较上月上升 0.5个点。

“机遇大于挑战，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预判 2021 年工业发展形势时如是

说。保市场主体的关键是保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肖亚庆表

示，面对疫情严重冲击，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难关，我国果

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做好税费和欠款的“减法”、信贷

和服务的“加法”，全力助企纾困。

比如，加大国有企业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清偿力

度，2020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累计清偿拖欠账款 1841 亿元。

实施对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加大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等政策，惠及 310 多万户企业。在政策推动

下，中小企业加快恢复发展。

2021 年助力中小企业政策将持续升级。“围绕‘政策、

环境、服务’三个领域，聚焦‘融资、权益保护’两个重

点，紧盯‘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提升’一个目标，着

力构建中小企业‘321’工作体系。”肖亚庆表示。

此外，工信部将深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完

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研究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

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力

争通过 3 至 5 年时间，遴选公告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

的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