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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李芃达

三季度，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多项指标

出现积极变化。7 月份，小微指数回升态势

明显，较前月上升 0.6 个点，突破景气线达

50.2。8月份，小微指数延续上升态势，较前

月上升 0.2 个点。9 月份，小微指数较前月

下降 0.3个点，但仍处于景气线上。

从分项构成看，7 月份各分项指数均

有所上升，市场指数、采购指数、绩效指数、

信心指数处于景气线上；8 月份市场指数

上升幅度较大，市场指数、采购指数、绩效

指数、信心指数处于景气线上；9 月份市场

指数、采购指数、绩效指数延续上升态势，

且处于景气线上。

分地区看，7 月份各区域指数均有较

大幅度上升，除东北地区外，各区域指数均

处于景气线上；8 月份东北地区、中南地区

指数上升幅度较大，除东北地区外，各区域

指数均处于景气线上；9 月份西北地区指

数延续上升态势，华北地区、中南地区、西

北地区指数处于景气线上。

从行业看，7 月份除交通运输业指数

持平外，各行业指数均较大幅度上升，农林

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

服务业指数处于景气线上；8 月份除建筑

业、交通运输业外，其余分项指数均处于景

气线上；9 月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指数延

续上升态势，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

售业、住宿餐饮业指数处于景气线上。

市场活力增强

从各分项指数看，7 月份至 9 月份，市

场指数分别为 51、51.3 和 51.4；采购指数分

别 为 50.1、50.3 和 50.5；绩 效 指 数 分 别 为

50.1、50.3 和 50.5；信心指数分别为 53.3、53

和 52.3；扩张指数分别为 49.1、49 和 48.5；

融资指数分别为 49.2、49.3 和 48.5；风险指

数分别为 49.3、49.3 和 48.6；成本指数分别

为 47.4、47.1 和 46.2。

具体来看，市场指数 7 月份上升 0.6 个

点，8 月份上升 0.3 个点，9 月份上升 0.1 个

点，均处于景气线上，且保持连续上升态

势。从细项指标看，7 月份至 9 月份，产量、

主营业务收入、预订量指数均逐月上升，反

映市场活力增强。

采购指数 7 月份上升 0.5 个点，8 月份

上升 0.2 个点，9 月份上升 0.2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上，且保持连续上升态势。从细项

指标看，7 月份至 9 月份，原材料采购指数

逐月上升，拉高了采购指数水平，反映小微

企业采购情况持续恢复向好。

绩效指数 7 月份上升 0.4 个点，8 月份

上升 0.2 个点，9 月份上升 0.2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上，且保持连续上升态势。从细项

指标看，7 月份至 9 月份，利润指数逐月上

升，反映小微企业利润稳中有升。

信心指数 7 月份上升 1.1 个点，8 月份

下降 0.3 个点，9 月份下降 0.7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上，绝对值在分项指数中表现最佳。

扩张指数 7 月份上升 0.7 个点，8 月份

下降 0.1 个点，9 月份下降 0.5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下，反映小微企业经营预期仍有待

改善。

融资指数 7 月份上升 0.7 个点，8 月份

上升 0.1 个点，9 月份下降 0.8 个点，均处于

景 气 线 下 ，反 映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压 力 仍 待

缓解。

风险指数 7 月份上升 0.7 个点，8 月份

持平，9 月份下降 0.7 个点，均处于景气线

下，反映小微企业运营风险略有上升。

成本指数 7 月份上升 0.7 个点，8 月份

下降 0.3 个点，9 月份下降 0.9 个点，均处于

景气线下，且在分项指数中处于最低值，反

映小微企业成本压力尚未有效缓解。

西北地区表现最佳

从 六 大 区 域 小 微 指 数 看 ，7 月 份 至

9 月 份 ，华 北 地 区 分 别 为 50.8、50.3 和

50.2；东 北 地 区 分 别 为 48.9、49.5 和 49.2；

华东地区分别为 50.4、50.2 和 49.9；中南地

区分别为 50.1、50.6 和 50.5；西南地区分别

为 50.5、50.1 和 50；西北地区分别为 50.8、

51 和 51.9。

7 月份，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上升幅

度较大，分别上升 0.8 和 0.7 个点，华北地区

和西北地区绝对值最高。8 月份，东北地

区、中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延续上升态势，分

别上升 0.6、0.5 和 0.2 个点。9 月份，西北地

区上升 0.9 个点，表现最佳。

具体来看，华北地区小微指数 7 月份

上升 0.8 个点，其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

上升 0.9 和 1 个点，达 51 和 54.3；8 月份下降

0.5 个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下降

0.5 和 0.4 个点，至 51.3 和 50.2；9 月份下降

0.1 个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0.4 和 0.3 个点，达 51.7 和 50.3。

东北地区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3 个

点，其信心指数和融资指数分别上升 1.3 和

1 个点，达 53.1 和 49；8 月份上升 0.6 个点，

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均上升 1 个点，分

别达 49.8 和 49.4；9 月份下降 0.3 个点，其采

购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下降 0.1 和 0.4 个

点，至 49.3 和 49.1。

华东地区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7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1.2 和

0.6 个点，达 51.6 和 50.2；8 月份下降 0.2 个

点，其采购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下降 0.4 和

0.2 个点，至 50.3 和 50；9 月份下降

0.3 个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均上

升 0.1 个点，分别达 51.1 和 50.4。

中南地区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6 个

点，其采购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上升 1 和

1.4 个点，达 50.2 和 53.6；8 月份上升 0.5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1 和

0.9 个点，达 51.7 和 50.5；9 月份下降 0.1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均上升 0.3 个

点，分别达 52 和 50.8。

西南地区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1 个点，

其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上升 1.4 和 1.3

个点，达 51.2 和 53.7；8 月份下降 0.4 个点，

其市场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下降 0.3 和 0.6

个点，至 51 和 53.1；9 月份下降 0.1 个点，其

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0.2 和 0.7 个

点，达 51.2 和 50.8。

西北地区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5 个

点，其绩效指数和信心指数分别上升 2.1 和

2.5 个 点 ，达 52.2 和 55；8 月 份 上 升 0.2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上升 0.9 和

1.7 个点，达 52.6 和 51.3；9 月份上升 0.9 个

点，其市场指数和绩效指数分别上升 2.4 和

0.7 个点，达 55 和 52.1。

制造业保持连续上升态势

从小微企业各行业运行指数看，7 月

份至 9 月份，农林牧渔业均为 50.1；制造业

分 别 为 50.1、50.5 和 50.6；建 筑 业 分 别 为

49.8、49.6 和 49.4；交通运输业分别为 49.3、

49.9 和 49.3；批发零售业分别为 50.3、50.3

和 50.4；住 宿 餐 饮 业 分 别 为 51.4、50.7 和

50.1；服务业分别为 50.7、50.8 和 49.6。

7 月份住宿餐饮业上升幅度最大，达

1.5 个点。8 月份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服

务业保持上升态势，分别上升 0.4、0.6 和

0.1 个点。9 月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保持

上升态势，均上升 0.1 个点。

具体来看，农林牧渔业小微指数 7 月

份上升 0.8 个点，其市场指数上升 1.2 个点

达 50.9，风险指数上升 0.9 个点达 49.5；8 月

份持平，其市场指数上升 0.8 个点达 51.7，

绩效指数上升 0.5 个点达 50.2；9 月份持平，

其市场指数下降 0.3 个点至 51.4，绩效指数

上升 0.6 个点达 50.8。

制造业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6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上升 0.6 个点达 50.9，信心指数

上升 1.4 个点达 53.8；8 月份上升 0.4 个点，

其采购指数上升 0.8 个点达 50.7，绩效指数

上升 0.5 个点达 50.3；9 月份上升 0.1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上升 1 个点达 52.3，采购指数

上升 0.6 个点达 51.3。

建筑业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3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上升 0.3 个点达 50.8，信心指数

上升 1.1 个点达 52；8 月份下降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下降 0.2 个点至 50.6，采购指数上

升 0.2 个点达 49.3；9 月份下降 0.2 个点，其

市场指数上升 0.1 个点达 50.7，信心指数下

降 0.7 个点至 50.6。

交通运输业小微指数 7 月份持平，其

扩张指数上升 0.7 个点达 49.2，信心指数上

升 0.9 个点达 53；8 月份上升 0.6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上升 0.9 个点达 50.6，绩效指数上升

1.1 个点达 50.4；9 月份下降 0.6 个点，其市

场指数下降 0.5 个点至 50.1，绩效指数下降

0.6 个点至 49.8。

批发零售业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6

个点，其采购指数上升 0.5 个点达 51.1，绩

效指数上升 0.8 个点达 50.4；8 月份持平，其

市场指数和融资指数均与前月持平，分别

为 51 和 49.1；9 月份上升 0.1 个点，其市场

指数上升 0.7 个点达 51.7，采购指数上升

1 个点达 51.9。

住宿餐饮业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1.5

个点，其市场指数上升 2.1 个点达 53，绩效

指数上升 2.3 个点达 52；8 月份下降 0.7 个

点，其采购指数下降 1 个点至 50.5，扩张指

数持平为 49.2；9 月份下降 0.6 个点，其采购

指数上升 0.1 个点达 50.6，绩效指数下降

0.3 个点至 50.4。

服务业小微指数 7 月份上升 0.9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上升 1.1 个点达 51.4，采购指数

上升 1.3 个点达 50.5；8 月份上升 0.1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上升 0.7 个点达 52.1，绩效指数

下降 0.2 个点至 51.1；9 月份下降 1.2 个点，

其市场指数下降 1.7 个点至 50.4，信心指数

下降 1.2 个点至 52.3。

（执笔：秦 悦）

近期，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中国中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状况分析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85.24%以上的

样本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后，生产或运营

效率提升了 5%以上；68.28%以上的样本企

业同期营收增长了 5%以上。“数字化转型

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路径，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小微企业的必

答题。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体系，引导

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工信部副

部长徐晓兰说。

中小企业协会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

小微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态度十分积极，管

理层有比较清醒的认识，69.38%的样本企

业部分业务或者核心业务已开展数字化

转型。从事储能行业多年的北京国电光宇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合宇表示，“储

能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很强烈，大部

分企业家都意识到数字化技术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为企业

参与市场竞争带来优势”。

“储能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支

撑。”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法

旺表示，在各项政策支持下，储能产业市场

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

“由于电源设备和储能设备靠人工进

行装配，其产能提速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

扩张速度。此外，人工装配可靠性较差，存

在接线松动、错接、漏接的情况，产品稳定

性 和 品 质 一 致 性 不 高 ，容 易 造 成 安 全 隐

患 。”魏 合 宇 告 诉 记 者 ，公 司 研 发 的 Eco

light Universe 平台专注于电力电源与储能

设备的智能化产线解决方案，通过工业自

动化系统，提高生产线效率，确保设备制造

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同时提供专门的远程

监控和诊断工具，为企业节省 50%以上的

人工成本。

《报告》指出，近七成企业当前存在资

金压力，制约了数字化转型方案的实施。

数据安全、人才等问题都是影响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因素。《报告》建议，尽快落实

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和数

字化转型专项资金，缓解企业采用数字技

术的资金压力；针对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

需求场景，培育一批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

商，为其提供实用易用、成本低廉的数字化

产品、工具和服务；出台相关支持政

策，推进数字化人才的引育工作，加

大对员工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

训，培养数字化新蓝领。

“未来，我们计划为中小企业

定制专门的轻量化解决方案，以

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开发更具

模块性的系统，方便中小企业根

据其需求采用数字化技术，降

低初始投资。提供培训和支

持计划，协助中小企业员工

快 速 适 应 和 掌 握 新 技 术 。

探索云服务和软件即服

务模型，减轻中小企业

的 硬 件 及 其 维 护 负

担。”魏合宇说。

2023 年 7 月份至 9 月份，“经

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

企业运行指数”均处于景气线上，

分别为 50.2、50.4 和 50.1，较二季

度明显上升，反映小微经济呈现

恢复向好态势。市场需求持续恢

复是小微指数运行在景气线上的

重要原因，市场需求扩张带动了

企业采购增加、利润提高，反映采

购和绩效的分项指数三季度均处

在景气线上。今年以来，信心指

数始终处于景气线上，说明小微

企业整体信心较为充足。

小微指数走势和近期宏观经

济形势吻合。前三季度国民经济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总

体回升的态势更趋明显，多个领

域、多项指标都出现了一些积极

变化。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5.2%，企稳回升。外贸好

于 预 期 ，国 内 市 场 活 力 也 在 增

强。无论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还是服务消费数据，三季度

都有所好转。中秋国庆期间旅游

消费增长强劲，彰显了市场消费

的潜力和活力。

小 微 企 业 运 行 整 体 恢 复 向

好，但风险指数三季度仍处于景

气线下。风险指数包含负债率指

数、回款周期指数和流动资金周

转指数三个细项指标，这三个指

标均处在景气线下且呈下降态

势，反映账款拖欠问题有所增加，

小微企业回款依然较为困难。回

款困难导致运营成本提高，是小

微企业扩张意愿下降的一个重要

原因。小微企业回款困难持续多

年，据笔者统计，2014 年以来上

市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占营业收

入比重持续上升，应从长期着眼

解决应收账款问题。

中小微企业在市场中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更容易面临账款拖

欠问题。大量应收账款回款困难，造成中小微企业资金流紧张、成

本上升、投入不足等问题，影响正常运营，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企

业破产。调查发现，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项目周期长垫资量大。建筑行业通常在项目前期垫资数额巨

大，应收账款回款率低。技术服务业企业多采取“预付款+中期款

项+尾款+质保金”的收款方式，各环节付款比例由双方约定，但预

付款不足以覆盖前期成本，需要企业垫资。

甲方履约情况不理想。调研显示，甲方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签

订不符合行业规范的合同甚至擅改合同的情况依然存在。部分甲

方要求企业先开工、后补签合同，为后期支付留下隐患。

票据使用仍然普遍。客户为大企业时，合同规定采用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的情况较为普遍。企业在票据贴现时，可能会遇到不

能贴现或贴现率低的情况，变相克扣合同款项。

供应链金融普惠性不高。目前专业供应链金融公司在给中小

微企业提供融资方面依然有较大局限性。普通中小企业的应收账

款很难进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系统，融资普惠性有待提升。

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出台系列行动方案

推动清理拖欠账款。这些政策举措对缓解我国中小微企业应收账

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中

小微企业减压力、增活力，推动其健康发展。

第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故意延迟验收、无故拖欠

中小企业账款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进行完善，对滥用市场优势

地位逾期占用、恶意拖欠中小企业账款行为，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第二，明确主体责任，开展主动调查。抓好支付中小企业账款

的管理工作，各级政府要切实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并严格落实到具

体行动上。定期开展对中小微企业的主动调查，联合各部门摸清

应收账款实际情况。

第三，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依法

发展订单、存货、应收账款等抵质押融资业务，通过加强与核心企

业的合作，加大对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机关、事业单位

和大型企业应在中小企业提出账款确权请求后及时确认债权债务

关系，推动大企业支持上下游中小企业开展供应链融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