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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4，环比上升 0.1个点，同比上升 0.7个

点。去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稳定经济社

会发展，各行业复工复产有序进行。小

微企业运行指数近一年来稳中有升，离

不开相关政策对小微经济的扶持。

从分项指数来看，7月各指数均未下

降，除扩张指数、融资指数、成本指数与

上月持平外，其余五项指数均呈上升态

势。持平的指数中，融资指数为 52.9，成

本指数为 63，均明显超过荣枯值。融资

指数超过荣枯值与 7月出台的降准政策

有直接关系。

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针对大宗商

品保供稳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通过

相关政策支持小微企业降成本，这对小

微经济体的良性发展发挥了作用。7 月

成本指数大幅超过荣枯值，尤其不易。

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均

上升 0.2 个点，显示小微经济在相关政

策的支持下再次提速。但市场指数为

40，绩效指数为 44.5，信心指数为 41.6，

指数基数并不算高，另外，综合考虑当

月风险指数为 49，采购指数为 42.5，虽

有上升，但上述五项指数均处于荣枯值

以下。在一年来稳中有升的状态下，小

微指数后续保持上升还需有更多支撑。

区域指数中，除东北地区小微指数

下降以外，其余五大区域指数均呈增长

态势。其中华北、中南地区小微指数上

涨 0.3 个点，分别达 42.2 与 46.6，西北地

区上升 0.2 个点，达 41.6，华东和西南地

区 则 分 别 上 升 0.1 个 点 ，达 45.5 和

43.6。区域指数普涨显示了小微经济

在各个区域呈现良好复苏态势。但所

有区域指数均处于荣枯值以下，也说明

疫情下小微经济发展基础仍有待加强。

6 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收于 50.9％，较上月微落 0.1 个百

分点，非制造业 PMI 收于 53.5％，较上

月回落 1.7 个百分点，二者均在荣枯值

之上，但依然有下行压力。因此，目前

相关政策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

策，仍需要体现出针对性和可持续性。

7 月以来，国家各项扶持政策对小微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货币政策方面，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央行决定于 7 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

百分点，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为 8.9%，释放了长期资

金约 1 万亿元。释放出的部分长期资金将有望流入小微企业，为下

阶段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保障。

财政政策方面，我国近年来持续进行大规模减税降费，为实体经

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年预计新增减税有望超过 5500亿元，下一步

将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未来在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有序退出

的过程中，将适时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等政策的执行期限，

以充分体现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更多关爱和扶持。中央财政还在财力

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结构调整，增加了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

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财力支持，这为相关区域的小微企业提供了难得

的机遇。

自今年一季度以来，小微经济呈全面回暖状态。从行业指数来

看，7 月份除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与上月持平以外，其余

各行业指数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均上升 0.3 个点，分别达 43.7 和 40.4；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为 45.7，上升 0.2 个点；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均上升 0.1 个点，分别为 45.3、40.8、41.4。各行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开始呈现普遍上升态势，这体现了在相关政策的有效扶

持下，小微经济内生发展动力正在有序增长。

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关政策进一步落实，制造业小微企业

市场指数、采购指数、绩效指数、信心指数和风险指数均有所上升，

其中市场指数和风险指数均上升了 0.2 个点。即便在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制造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也上升 0.1个点。

从小微企业总指数、分项指数来看，小微经济复苏仍在继续。

持续一年的阶段性增长为小微企业下一步良好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在面对各种外部压力的情形下，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已成为

下阶段小微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有效支持了小微企业发展。相关部门应继续深化相关举措，通过

提升治理能力来降低小微企业的运营成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拉动有效需求实质性增长，为小微经济可持续增长助力。具体

来看，下阶段支持小微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应在以下三方面着力：

一是控制小微企业采购成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

相关部门应通过支持矿山企业复工复产、增加相关原材料进口以

及控制囤积居奇等手段减轻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传导压力，从源头

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是扩大小微企业有效需求。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小微

企业仍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各级政府部门应通过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拉动有效需求增长，形成市场扩张的长效

机制。

三是继续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随着全球货币政策收紧预期

的增强，为避免小微经济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紧张，未来仍需有效发挥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扶持小微经济稳定发展。

7月份，“经济日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44.4，较上月

上升0.1个点。分项指数呈

现“五升三平”态势。其中市

场指数为40，上升0.2个点；

采购指数为42.5，上升0.1

个点；绩效指数为44.5，上

升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42.6，与上月持平；信心指

数为41.6，上升0.2个点；融

资指数为 52.9，与上月持

平；风险指数为49，上升0.1

个点；成本指数为63，与上

月持平。自 2020 年 7 月以

来，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稳中

有升。

2021年 7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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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与上月持平；信心指数

为 41.6，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近一年来，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稳中有升。

“7 月份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良好，较

去年和前年同期均有所提升。特别是 7

月中下旬，随着暑假开启，海滨城市迎来

旅游高峰期，我们酒店的客流量逐渐增

加。”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金海神秘石商

务宾馆经理孙韵涵告诉记者，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企业受冲击严重，但在国家

政策帮扶之下，去年暑期旺季企业就恢

复了正常水平，“除了国家号召促进消费

拉动需求之外，银行通过主动降息、降低

贷款利率等方式，给予我们小微企业很

多帮助。”

通常 8 月份是旅游旺季，孙韵涵的酒

店也会迎来一年当中的销售高峰。“但就

目前疫情发展情况看，8 月份我们企业的

经营状况尚不确定。目前来日照旅游的

游客数量并未达到预期。如果疫情得到

控制，我们有信心今年全年营收高于去

年。”孙韵涵提到，和大多数小微企业一

样，他们也面临行业竞争激烈、用工成本

和房租成本增高的压力，“希望银行的贷

款利率能够进一步降低，多给小微企业一

些支持。”

与孙韵涵相比，广东省廉江市高桥镇

李村村民陈虎的生猪养殖生意，在 7 月份

仍旧面临不小的困难。受疫情影响，陈虎

的黑土猪专业养殖合作社从拥有几万头

猪，削减至目前不到 1 万头。“如果没有

国家为我们提供贷款扶持政策，我们很难

经营下去。”陈虎说，生猪养殖业风险较

大，以前能购买生猪保险，但自从去年开

始，这项保险业务却停止了。“目前我们企

业最期盼的，就是当地政府能够帮助我们

尽快购买生猪保险。”

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不

仅是保就业的主力军，更影响着经济的发

展。在日前召开的全国中小企业工作座

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

示，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多

变，要主动应对挑战、积极抢抓机遇。做

好“十四五”期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健全中小企业工作体系，

进一步抓好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和发展环

境。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着力加强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不

断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同

时，要坚持培优企业和培强产业相结合，

通过上下联动、创新驱动、典型带动，鼓励

中小企业创新，做到专业化、精细化、特

色化。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宁金彪认

为，在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上，要立足建

立多层次、多元化、全方位的政策、环境、

工作服务体系。宁金彪说，“政府主要在

政策、环境建设和工作体系上给予企业帮

扶；中小微企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要立足

于社会化、市场化、开放化原则，在政府支

持下，建立起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专

业化服务的业务体系；社会各有关方面，

均可基于自身职能和优势，建立起为中小

微企业发展助力的服务板块”。

完 善 服 务 体 系 多 给 企 业 一 些 支 持
本报记者 祝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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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报告发布——

持续稳定复苏 抗风险能力增强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从过去 12个月趋势上看，总指数呈平稳上升态势，市

场指数、绩效指数呈现不断复苏趋势，信心指数、采购指

数、扩张指数和风险指数在一定水平上波动，融资指数和

成本指数则持续在景气线之上，反映了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持续好转，综合成本持续下降。

七大行业“六升一平”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来看，七大行业小微企业

指数呈现“六升一平”态势。除交通运输业外，其余行业指

数均有所上升。

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7，上升 0.3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3，上升 0.1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0.8，上升 0.1个点；交通运输业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1，与上月持平；批发零售业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为 45.7，上升 0.2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

运行指数为 40.4，上升 0.3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为41.4，上升0.1个点。

从各行业分项指标变化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除融

资指数与上月持平外，其他所有分项指数均较上月上升，

其中信心指数上升最大，达到 0.5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市

场指数、采购指数、绩效指数、信心指数和风险指数有所上

升，其中市场指数和风险指数上升较大，达到 0.2 个点；建

筑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绩效指数、扩张指数和信心指数

有所上升，其中绩效指数升幅最大，为 0.4 个点；交通运输

业小微企业绩效指数和扩张指数有所上升，其中绩效指数

升幅最大，为 0.2 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采

购指数、信心指数和风险指数有所上升，其中采购指数上

升最大，为 0.4个点；住宿餐饮业除风险和成本指数与上月

持平外，其他指数均较上月上升，其中市场指数上升最大，

达到 0.5个点；服务业采购指数、绩效指数、扩张指数、信心

指数和成本指数有所上升，其中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上升

较大，达到0.2个点。

六大区域“五升一降”

从六大区域指数来看，呈现“五升一降”态势。除东北

地区外，其余区域指数均有所上升。

具体来看，华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2.2，上升

0.3个点；市场指数为 37.2，上升 0.5个点；采购指数为 39.6，

上升 0.5 个点；绩效指数为 42，上升 0.4 个点；扩张指数为

38，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38.4，上升 0.4 个点；融资指

数为 54.2，与上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47.2，上升 0.2个点；成

本指数为68.2，下降0.2个点。

东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下降 0.1个点；市场

指数为34.9，下降0.1个点；采购指数为37.6，下降0.2个点；

绩效指数为 41.5，下降 0.2 个点；扩张指数为 38.7，下降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2.5，与上月持平；融资指数为 49.9，与

上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53.7，与上月持平；成本指数为

69.3，上升0.2个点。

华东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5.5，上升 0.1个点；市

场指数为 43.9，上升 0.2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4，上升 0.2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5.9，上升 0.2个点；扩张指数为 44.4，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41.9，与上月持平；融资指数为 49.5，

与上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48.4，上升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0.9，上升0.1个点。

中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6.6，上升 0.3个点；市

场指数为 44.4，上升 0.4 个点；采购指数为 45.9，上升 0.4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4.6，上升 0.2个点；扩张指数为 44.6，与上

月持平；信心指数为 41.9，与上月持平；融资指数为 55.2，

上升 0.3个点；风险指数为 47.4，上升 0.1个点；成本指数为

64.7，上升0.1个点。

西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3.6，上升 0.1个点；市

场指数为 41.5，与上月持平；采购指数为 44.4，上升 0.4 个

点；绩效指数为 44.7，上升 0.3个点；扩张指数为 43.7，上升

0.1 个点；信心指数为 37.8，与上月持平；融资指数为 48.4，

上升 0.1 个点；风险指数为 49，上升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0.2，下降0.2个点。

西北地区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为 41.6，上升 0.2个点；市

场指数为 37.4，上升 0.3 个点；采购指数为 37.6，与上月持

平；绩效指数为 44.5，上升 0.5个点；扩张指数为 39.5，下降

0.2 个点；信心指数为 33.4，上升 0.2 个点；融资指数为 50，

与上月持平；风险指数为 48.2，上升 0.1 个点；成本指数为

64.9，下降0.1个点。

市场和信心指数上升

7月反映小微企业市场情况的市场指数为 40，较上月

上升0.2个点。分行业来看，7月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市场

指数为 39.9，上升 0.4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9.1，上升 0.2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7.2，与上

月持平；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0.8，与上月持

平；批发零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42.9，上升 0.3 个点；

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 39.4，上升 0.5个点；服务

业小微企业市场指数为36.8，与上月持平。

7 月反映营运风险的风险指数为 49，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6.6，上升 0.4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0.9，上升

0.2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5.6，与上月持平；

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4.2，与上月持平；批发

零售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51.8，上升 0.1个点；住宿餐饮

业小微企业风险指数为 42.9，与上月持平；服务业小微企

业风险指数为41.1，与上月持平。

调研结果显示，除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周转

指数与上月持平外，其他六行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指

数均较上月上升，其中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周转

指数上升最大，达到0.5个点。

7 月反映小微企业采购情况的采购指数为 42.5，较上

月上升 0.1 个点。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1.4，

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8，上升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8.5，上升 0.1 个点；交

通运输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7.2，下降 0.2个点；批发零

售业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49.3，上升 0.4个点；住宿餐饮业

小微企业采购指数为 39.4，上升 0.1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

采购指数为41.4，上升0.1个点。

调研结果显示，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量和

原材料库存量均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制造业小微企业原

材料采购量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原材料库存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建筑业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量

均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交通运输业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

量下降 0.2 个点，原材料库存量下降 0.1 个点；批发零售业

小微企业进货量上升 0.4 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原材

料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量均较上月上升 0.1 个点；服务业

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量较上月上升 0.2 个点，原材料库存

量与上月持平。

7月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1.6，上升 0.2个点。分行业

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2.6，上升 0.5 个

点；制造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4.4，上升 0.1 个点；建筑

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5.9，上升 0.3个点；交通运输业小

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40.5，下降 0.2个点；批发零售业小微企

业信心指数为 42.9，上升 0.3个点；住宿餐饮业小微企业信

心指数为 33.6，上升 0.1个点；服务业小微企业信心指数为

34.4，上升0.2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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