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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二季度运行态势平稳
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

2023年二季度，“经济

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位于

景气线附近，4 月份小微

指数为49.5，5月份与前月

持平，6月份为49.6。总体

来看，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保持平稳态势。

综合施策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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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 本报记者 李芃达

今年以来，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

策效应显现，市场需求逐步恢复，生产供给

持续增加。二季度，小微企业运行总体平

稳，指数小幅波动。

企业经营预期逐步改善

从各分项指数看，4 月份至 6 月份，市

场指数分别为 50.8、50.5 和 50.4；采购指数

分别为 49.5、49.5 和 49.6；绩效指数分别为

49.5、49.2 和 49.7；扩张指数分别为 47.8、48

和 48.4；信心指数分别为 53、52.7 和 52.2；

融资指数分别为 47.8、48.4 和 48.5；风险指

数分别为 48、48.4 和 48.6；成本指数分别为

45.2、46.4 和 46.7。

市场指数 4 月份下降 1.7 个点，5 月份

下降 0.3 个点，6 月份下降 0.1 个点，但仍处

于景气线上。从细项指标看，4 月份至 6 月

份，产量、主营业务收入、预订量指数均逐

月下降，反映市场回暖但势头有所放缓。

采购指数二季度变化趋势与总指数一

致，4 月份下降 1.7 个点，5 月份持平，6 月份

上升 0.1 个点，处于景气线下。从细项指标

看，4 月份至 6 月份，原材料库存指数处于

景气线下，拉低了采购指数水平，而原材料

采购指数仍处于景气线上。

绩效指数 4 月份下降 1.3 个点，5 月份

下降 0.3 个点，6 月份上升 0.5 个点，处于景

气线下。从细项指标看，利润指数 4 月份

和 6 月份处于景气线上，5 月份接近景气

线，变化幅度较小。

扩张指数 4 月份下降 0.8 个点，5 月份

上升 0.2 个点，6 月份上升 0.4 个点，处于景

气线下。从细项指标看，人员变化、新增投

资指数在 5、6 月份逐月回升，反映小微企

业经营预期逐步改善。

信心指数 4 月份下降 1.5 个点，5 月份

下降 0.3 个点，6 月份下降 0.5 个点，但绝对

值在分项指数中表现最佳，且处于景气线

上，说明小微企业信心仍在恢复。

融资指数 4 月份下降 1.1 个点，5 月份

上升 0.6 个点，6 月份上升 0.1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下。从细项指标看，下期融资需求、

融资难度指数在 5、6 月份逐月回升，反映

小微企业融资压力逐步缓解。

风险指数 4 月份下降 0.8 个点，5 月份

上升 0.4 个点，6 月份上升 0.2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下。从细项指标看，负债率、回款周

期、流动资金周转指数在 5、6 月份逐月回

升，反映小微企业运营风险有所回落。

成本指数 4 月份下降 0.7 个点，5 月份

上升 1.2 个点，6 月份上升 0.3 个点，在分项

指数中仍处于最低值，反映小微企业成本

压力尚未有效缓解。

西北地区表现最好

从六大区域指数看，4 月份至 6 月份，

华北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9.5、49.6 和 50；

东 北 地 区 小 微 指 数 分 别 为 48.2、48.4 和

48.6；华东地区小微指数分别为 49.5、49.8

和 49.7；中 南 地 区 小 微 指 数 分 别 为 49.7、

49.4 和 49.5；西 南 地 区 小 微 指 数 分 别 为

49.4、49.9 和 49.5；西北地区小微指数分别

为 51.2、48.6 和 50.3。

4 月份，西北地区小微指数上升 0.1 个

点，在各指数中表现最好，华北地区小微指

数下降幅度较小，下降 0.6 个点。5 月份，

西南和华东地区小微指数上升幅度较大，

分别上升 0.5 和 0.3 个点。6 月份，西北和

华北地区小微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上

升 1.7 和 0.4 个点。

华北地区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0.6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下降 0.3 和

0.4 个点，至 51.1 和 49.7；5 月份上升 0.1 个

点，其融资指数、风险指数和成本指数均上

升 0.7 个点，分别达 48.2、48.8 和 45.9；6 月

份上升 0.4 个点，其绩效指数和扩张指数分

别上升 1.2 和 0.7 个点，达 50.1 和 48.6。

东北地区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1.2 个

点，其信心指数和市场指数分别下降 1.4 和

1.6 个点，至 51.2 和 48.7；5 月份上升 0.2 个

点，其信心指数和风险指数均上升 0.8 个

点，分别达 52 和 48.3；6 月份上升 0.2 个点，

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0.2 和 0.4

个点，达 49 和 48.6。

华东地区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1.5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下降 2.1 和

2.2 个点，至 50.8 和 50.1；5 月份上升 0.3 个

点，其扩张指数和风险指数分别上升 0.5 和

0.7 个点，达 48.2 和 48.3；6 月份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下降 0.7 和

1 个点，至 50.4 和 51.6。

中南地区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1.3 个

点，其信心指数和市场指数分别下降 1.4 和

1.7 个点，至 53.3 和 51.1；5 月份下降 0.3 个

点，其采购指数下降 0.2 个点至 49.3，融资

指数上升 0.3 个点达 48.6；6 月份上升 0.1 个

点，其绩效指数和风险指数均上升 0.5 个

点，分别达 49.7 和 48.8。

西南地区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2.1 个

点，其绩效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下降 1.5 和

1.6 个点，至 50 和 49；5 月份上升 0.5 个点，

其采购指数和融资指数分别上升 1 和 1.3

个点，达 50 和 48.7；6 月份下降 0.4 个点，其

绩效指数和扩张指数均上升 0.1 个点，分别

达 49.8 和 48.1。

西北地区小微指数 4 月份上升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上升 0.8 和

1.5 个点，达 53.5 和 50.9；5 月份下降 2.6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下降 4.1 和

3.8 个点，至 49.4 和 48.2；6 月份上升 1.7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上升 2.7 和

0.8 个点，达 52.1 和 52.5。

行业运行总体稳定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看，4 月

份至 6 月份，农林牧渔业小微指数分别为

48.9、48.9 和 49.3；制造业小微指数分别为

49.8、49.6 和 49.5；建筑业小微指数分别为

49.1、49.4 和 49.5；交通运输业小微指数分

别为 48.8、48.7 和 49.3；批发零售业小微指

数分别为 49.4、49.8 和 49.7；住宿餐饮业小

微指数分别为 50、50 和 49.9；服务业小微

指数分别为 49、48.9 和 49.8。

4 月份，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小微指数

下降幅度较小，分别下降 0.5、0.8个点。5月

份，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小微指数呈上升

态势，分别上升 0.4 和 0.3 个点。6 月份，服

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上

升 0.9 和 0.6 个点。

具体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指数 4 月

份下降 1 个点，其信心指数和市场指数均

与总指数变化一致，下降 1 个点，分别至

52.5 和 49.4；5 月份持平，其风险指数和采

购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上升 0.7 和 0.3

个点，达 48.4 和 49.5；6 月份上升 0.4 个点，

其信心指数和绩效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分

别上升 1.5 和 0.9 个点，达 53.1 和 49。

制造业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2 个点，其

市场指数、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下降

2.9、1.5 和 2 个点，至 51.4、50 和 53.1，处于景

气线上；5 月份下降 0.2 个点，其信心指数和

市场指数均下降 0.4 个点，分别至 52.7 和

51；6 月份下降 0.1 个点，其绩效指数和成本

指数均上升 0.5个点，分别达 49.5和 47.1。

建筑业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1.1 个点，

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均下降 0.9 个点，分

别至 50.5 和 49.3；5 月份上升 0.3 个点，其融

资指数和成本指数分别上升 1 和 1.4 个点，

达 48.3 和 46.3；6 月份上升 0.1 个点，其绩效

指数上升 0.3 个点达 49.3，信心指数下降

1.4 个点至 50.9。

交通运输业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1.5

个点，其信心指数和市场指数分别下降 1.9

和 1.2 个点，至 52.1 和 50.4；5 月份下降 0.1

个点，其融资指数和风险指数分别上升 0.8

和 0.7 个点，达 48.5 和 48.6；6 月份上升 0.6

个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0.8

和 0.5 个点，达 50.2 和 49.2。

批发零售业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0.9

个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下降 0.7

和 0.9 个点，至 50.8 和 50.5；5 月份上升 0.4

个点，其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0.4

和 0.6 个点，达 50.9 和 50；6 月份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下降 0.1 个点至 50.6，融资

指数上升 0.4 个点达 48.5。

住宿餐饮业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0.5

个点，其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下降 0.5

和 0.4 个点，至 50 和 50.3；5 月份持平，其市

场指数持平为 51.2，信心指数下降 0.4 个点

至 54.9；6 月份下降 0.1 个点，其扩张指数上

升 0.3 个点达 48.6，信心指数下降 1.2 个点

至 53.7。

服务业小微指数 4 月份下降 0.8 个点，

其信心指数和市场指数分别下降 1.5 和 0.5

个点，至 52.8 和 50.1；5 月份下降 0.1 个点，

其融资指数和风险指数分别上升 0.5和 1个

点，达 48.5 和 48.8；6 月份上升 0.9 个点，其

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分别

上升 1 和 1.5 个点，达 49.2 和 50.5。

（执笔：秦 悦）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

延续恢复态势，生产供给持续增加，

消费和投资逐步恢复，为小微企业

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但也要看

到，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市场需

求仍显不足，还需进一步改善发展

环境，增强小微企业信心，激发其内

生动力。

6 月份，小微指数多项指标略

有改善，但分化明显。从分项指数

看，信心指数、市场指数环比有所下

降，仍处于景气区间，说明小微企业

有信心，市场状况不断改善。采购

指数、绩效指数、扩张指数、融资指

数、风险指数、成本指数依然处于景

气线下，但这些分项指数均略微回

升，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回升势头向

好。从区域看，华北、西北、东北、中

南地区小微指数较 5 月份回升，说

明其景气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华

北、西北地区小微指数开始进入景

气区间，主要是需求增加带动了扩

张和绩效水平改善。华东、西南地

区小微指数较 5 月份降低，进入不

景气区间，主要是市场需求及信心

不足导致，这一点值得关注。从行

业 看 ，七 大 行 业 小 微 指 数 均 不 足

50，反 映 出 各 行 业 整 体 景 气 度 不

高。动态来看，农林牧渔、建筑、交

通运输和服务业小微指数较 5 月份

回升，主要是工程建设投资持续加

力 、人 流 来 往 趋 于 增 加 等 因 素 推

动。市场需求不足、绩效下滑等因

素导致制造、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业小微指数较 5 月份降低。

小微指数 6 月份的新变化及结

构性分化，是多层面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得益于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

和政策效应持续释放，6 月份小微

企业景气水平小幅回升。今年以

来，我国着力巩固经济稳步回升势

头，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扩

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四个方面，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积极因素提振了市场信心，推动了小微

企业景气水平的改善。

然而，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企业运行还面临不少困难。小

微企业数量庞大，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弱，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一

旦市场需求不足、订单变少，彼此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经营处境会

更为艰难。因而，小微指数低于景气线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由于各分项指数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尽管采购、绩效、扩张、融

资、风险、成本方面的景气水平有所改善，但仍处于不景气状态，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小微企业的发展信心以及对市场的乐观情绪。同

时，各地区、各行业指数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地区的企业在发

展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行业的企业在用工成本、资金需求、

税费负担、经营模式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各地区、各行业指

数存在结构性分化。

总体来看，二季度小微企业总指数和多个分项指数仍处于景气

线下，要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充分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和内生

动力。

一是在宏观层面，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

求等，落实好稳就业、稳外贸、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家居消费等前期已

出台政策，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分布集中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服务

业等领域，研究采取更大力度的支持措施，推动市场需求进一步恢复。

二是在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采

取有效措施推动小微企业降本增效，缓解企业房屋租金、水电气网、

原材料、人工成本、利息支出等压力。

三是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

管，做到无事不扰；规范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让执法既有力度又

有温度，制止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罚代管”等行为，为小微

企业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四是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提升小微企业对惠企政策的知晓

度，加强政务服务能力，创新惠企政策直达小微企业的方式，减少“跑

冒滴漏”现象，让小微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近日，第五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单出炉，全国总计 3671 家。江苏、

广东、浙江“小巨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前

三。“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专

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以创新铸专长、以配套强产业，成为中

小 企 业 中 的 优 秀 代 表 ，发 挥 着 示 范 带 动

作用。

为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

路，工业和信息化部构建了优质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8 万多家。到 2025 年，力争

培育 100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 万家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1 万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浙江巨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是一家致力于磁电传感与控制芯片技术研

发的公司。“凭借在传感芯片领域的深耕以

及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团队的合作，我

们已实现漏电检测装置的批量生产，产品

应用于光伏、电网、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该

公司总经理特助梁晨告诉记者，公司汽车

行 业 产 品 已 通 过 ISO9001、IATF16949、

ISO14001 等认证，成为大众汽车 MEB 平

台微电流传感控制器芯片全球供应商，目

前相关设计也被国内多家电动车企业采

用。同时，为锦浪科技、科华、固德威等光

伏逆变器企业配套生产漏电流传感器，年

发 货 量 超 百 万 只 ，产 品 市 场 占 有 率 排 名

第一。

可见，中小企业只有将核心技术牢牢

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

近期印发《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中小企业专

项行动（2023—2025 年）》，聚焦中小企业

发展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为中小企业赋

能，力争到 2025 年，形成百项优秀标杆经

验，新增千家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万家中小

企业质量升级、标准提档、品牌增效，推动

中小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激

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

陶青介绍，专项行动将支持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发挥好“独门绝技”优势，积极参与

国际标准化工作。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开展

基础通用、关键技术、试验方法、典型应用

等国家和行业标准研制。鼓励广大中小企

业积极参与团体标准制定工作。同时，加

强标准、计量、检测试验等质量基础能力建

设，推动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

验室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咨询、诊断、中试

等公共服务供给，支持一批品牌培育服务

机构，遴选一批典型案例，为中小企业提供

更多质量标准品牌先进经验。

“我们将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培

训，大力增强企业质量意识。深入开展

质量管理数字化‘深度行’活动，推动产

品质量分级和高端品质评价，引导企业

防控质量风险，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陶青说。

据悉，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专项行

动与科技成果赋智、数字化赋能共

同组成“三赋”行动，旨在助力提升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和 核 心 竞 争

力。“接下来，我们将开展‘三赋’

专项行动全国行活动，加速科

技成果向中小企业集聚，加

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 ，形 成 综 合 发 展 优

势。”梁志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