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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份民生新供给中小企业指数报告（非制造业）

（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2016 年 2 月 21 日）

2016 年 2月，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对非制造业企业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①为 37.5%，较上月下降 5.5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

小微型非制造业企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35.1%，大中型企业为 42.3%。分地区看，

东部地区商务活动指数为 37.8%，中部地区为37.4%，西部地区为 37.2%。分

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2.4%，民营企业为36.7%，

外资企业为 42.8%，其他企业为 37.3%。

① 由于非制造业没有综合指数，通常以商务活动指数来反映非制造业企业的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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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总体经营状况有所下滑，一线员工工作时间季节性回落，

新接订单数略有下降

（一）企业总体经营状况有所下滑

2月份，企业总体经营

指数为 46.1%,较上月下降

2.6 个百分点（见图 1）。

分规模看，小微型企业为

43.3%，较上月下降 3.6 个

百分点，低于大中型企业

8.4个百分点。分所有制看，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体

经营指数为 54.2%，民营企

业为 44.9%，外资企业为

60.8%。

（二）企业从业人员指数继续回落，一线员工工作时间季节性

下降

企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41.3%，较上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分规模

看,小微型企业为 39.8%，较上月下降 2.1 个百分点，低于大中型企

业 4.3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42.3%，

中部地区为 39.5%，西部地区为 42.2%。

受春节放假因素影响，企业一线员工平均周工作时间指数为

47.3%，较上月下降 5个百分点。分规模看，小微企业一线员工平均

周工作时间指数为 46.9%，较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低于大中型企

业 1.2 个百分点。

（三）企业新接订单、出口订单和进口订单指数均出现回落

图 1：企业总体经营指数 单位：%

数据来源：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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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订单指数为 35.8%，较上月下降 5.1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

小微型企业新订单指数为 34.4%，较上月下降 5.4 个百分点，大中型

企业为 38.6%，较上月下降 6.6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为

36.6%，中部地区为 35.5%，西部地区为 34.2%。

企业出口订单指数为 33.8%,较上月下降 4.5 个百分点。分规模

看，小微型企业出口订单指数为 32.2%，大中型企业为 35.6%。

企业进口指数为 46.3%，较上月下降 2.6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

小微型企业为 45.2%，大中型企业为 47.6%。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为

48.8%，中部地区为 43.6%，西部地区为 44.3%。

二、企业资金周转有所加快，现金流小幅减少

（一）企业资金周转有所加快

企业资金周转指数为 45.8%，较上月上升 2.4 个百分点。分规模

看，小微型企业资金周转指数为 43.9%，大中型企业为 49.7%。分企

业性质看，外资企业资金周转指数为 67.8%，国有企业为 54.8%，民

营企业最差，仅为 44.5%。

（二）企业经营获取的现金流小幅减少

企业经营现金流指数为 48.7%，较上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其中，

25.3%的企业经营现金流“增加”,46.8%“基本持平”，27.9%“减

少”。 分规模看，小微企业经营现金流指数为 46.9%。其中，23.1%

的小微企业经营现金流较上月“增加”,47.6%“基本持平”，

29.3%“减少”。分企业性质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现金流

指数为 56.1%，外资企业为 59.7%，民营企业为 47.8%。

三、小微企业融资难度有所下降，融资成本略有回落

（一）企业获取银行贷款难度和总体融资难度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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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体融资情况指数为 43.9%，较上月上升 1.8 个百分点。其

中，16.3%的企业认为融资“较容易”，55.1%认为“一般”，28.6%

认为“困难”。分规模看，小微型企业总体融资情况指数为 41.2%，

较上月上升 1.6 个百

分点。其中，12.7%

的小微企业认为融资

“较容易”，57%认为

“一般”，30.3%认为

“困难”。大中型企

业总体融资情况指数

为 49.1%，与上月基

本持平，高于小微型

企业 7.9 个百分点

（见图 2）。

企业银行贷款获得情况指数为 43.2%，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

其中，仅 17.3%的企业认为获得银行贷款“较容易”, 51.8%认为“一

般”，30.8%认为“困难”。分规模看，小微型企业银行贷款获得情

况指数为 40.4%，较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大中型企业为 48.9%，

较上月上升 1个百分点（见图 2）。

（二）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略有下降，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指数

有所上升

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为 50.7%，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其

中，18.2%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上升”，64.9%认为“基本持平”，

16.9%认为“下降”。分规模看，小微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为 51.7%，

较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其中，18.7%的小微型企业认为总体融资

成本“上升”，66.1%认为“基本持平”，15.2%认为“下降”。

企业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指数为 45.6%，较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

图 2：企业总体融资情况指数和银行贷款获得情况指数 单

位：%

数据来源：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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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规模看，小微企业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指数为 46.1%，较上月上升 2.5

个百分点。其中，11.5%的小微型企业认为获取银行贷款的利率水平

较上月 “上升”，69.2%认为“基本持平”，19.3%认为“下降”。

（三）企业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贷款占全部融资额平均为 33.4%，

小微企业为 29.8%

企业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贷款占全部融资额的比重平均为 33.4%，

较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分企业性质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银

行体系获得的贷款占全部融资的比重为 40.5%，外资企业为 48.3%，

民营企业为 33.1%，其他企业为 28.3%。分企业规模看,小微型企业从

银行体系获得的贷款占全部融资额的比重为 29.8%,大中型企业为

40.7%。

四、企业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略有回升，小微企业回升幅度较大，

企业盈利指数未现好转

（一）企业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略有回升，生产投入价格指数有所

下降，员工工资指数略有上升

企业商品（或服务）销售价格指数为 49.7%，较上月上升 1.7 个

百分点。其中，18.8%的企业表示本月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价

格较上月“上升”，61.7%认为“基本持平”，19.5%认为“下降”。

分规模看，小微企业商品（或服务）销售价格指数为 49.5%，较上月

上升 2.2 个百分点，低于大中型企业 0.4 个百分点。其中：18%的小

微企业表示自身商品（或服务）销售价格较上月“上升”，63.1%认

为“基本持平”，18.9%认为“下降”。

企业生产投入价格指数为 46.7%，较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分

地区看，东部地区为 47.4%，中部为 44.1%，西部为 49.7%。分规模

看，小微企业生产投入价格指数为 48.1%，较上月上升 0.8 个百分点，

高于大中型企业 4.3 个百分点。其中，27.8%的小微企业认为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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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过程中的主要投入的价格水平比上月“上升”，60.7%认为“变化

不大”，11.5%认为“下降”。

企业一线员工工资指数为 49.4%，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分

规模看，小微型企业一线员工工资指数为 50.8%，大中型企业为

46.8%。

（二）企业盈利指数未现好转，供应商配送时间有所加快

企业盈利指数为 45.3%，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

小微型企业盈利指数为 44.8%，大中型企业为 46.3%。分地区看，东

部地区为 46.2%，中部地区为 45.6%，西部为 46.1%。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6%，较上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分规

模看，小微型企业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49.9%，较上月下降 1.8 个

百分点，大中型企业为 51.8%。

（三）需求不足、市场竞争加剧仍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招工

难、原材料价格高和汇率波动对企业的影响有所加剧

在影响企业经营的主要问题中，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 “市场需

求低迷、订单不足”（选择该项的企业比例为 46.1%），“劳动力成

本高、招工难”（45.4%，

较上月上升一位），“市

场竞争加剧”（43.5%）。

23.1%的企业认为是“原材

料价格高”，22%的企业认

为是“融资难、融资贵”，

分列第四位和第五位（见

图 3）；8.7%的企业认为

是“人民币汇率波动”，

较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

图 3：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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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连续 4个月上升，但在企业面临的 9个主要问题中排名末位。

五、企业存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落，未来经营预期略有

好转

（一）企业存货指数下降，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落

企业存货指数为 41.6%，较上月下降 3.5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

小微企业存货指数为 41.2%，大中型企业为 42.3%。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为 45.8%，较上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分

规模看，小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为 45.1%，低于大中型企业 2.1

个百分点。其中，14.3%的小微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月“增加”，

61.6%“基本持平”，24.1%“减少”。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为 50.8%，外资企业为 48.6%，民营企业为

45.2%。

（二）企业未来预期略有改善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指数为 46.3%，高于对本月的判断 0.5 个

百分点，说明企业对未来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略有改善。其中，19.2%

的企业表示未来六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将较目前“扩张”，54.3%

“基本持平”，26.5%“收缩”。企业商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46.2%，

高于对本月的判断 8.7 个百分点 ,表明非制造业企业预期未来商务

活动略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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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月份民生新供给中小企业指数（非制造业）

（2016 年 2 月）

单位：%

商务

活动

总体经营

状况
新订单 库存

从业

人员

供应商配送

时间

全部非制造业企业 37.5 46.1 35.8 41.6 41.3 50.6

分规模

大中型企业 42.3 51.7 38.6 42.3 44.1 51.8

大型企业 45.3 57.4 43.1 45.6 47.2 56.1

中型企业 40.5 48.4 35.9 40.3 42.3 49.3

小微型企业 35.1 43.3 34.4 41.2 39.8 49.9

小型企业 35.7 44.7 35.3 43.0 40.1 49.2

微型企业 34.5 41.7 33.3 39.1 39.6 50.8

分地区

东部地区 37.8 47.6 36.6 41.9 42.3 51.9

中部地区 37.4 45.7 35.5 39.9 39.5 48.2

西部地区 37.2 43.3 34.2 44.1 42.2 51.8

分所有制

国有及国有控股 42.4 54.2 42.6 47.7 47.8 53.3

民营企业 36.7 44.9 35.0 41.2 40.6 49.8

外资企业 42.8 60.8 46.9 46.7 50.6 58.6

其他企业 37.3 44.4 33.1 38.6 38.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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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生新供给中小企业指数（非制造业）

单位：%

商务

活动

总体经

营状况
新订单 存货

从业

人员

供应商

配送时间

2015年 02月 47.8 56.5 45.5 50.4 46.1 52.4

2015年 03月 41.5 52.3 43.4 46.5 47.9 50.9

2015年 04月 46.4 55.9 46.2 48.9 49.0 52.1

2015年 05月 45.7 53.3 44.8 47.6 48.1 52.7

2015年 06月 43.1 50.9 41.9 46.4 46.3 52.2

2015年 07月 38.5 46.6 37.8 46.1 45.5 51.6

2015年 08月 40.9 48.3 40.6 47.4 45.4 51.2

2015年 09月 42.3 49.4 41.3 47.5 44.8 52.6

2015年 10月 44.2 50.5 43.7 48.9 45.9 53.2

2015年 11月 42.9 50.2 42.0 48.9 45.7 48.0

2015年 12月 40.9 46.0 40.0 44.6 43.7 51.5

2016年 01月 43.0 48.7 40.9 45.1 42.1 52.5

2016年 02月 37.5 46.1 35.8 41.6 41.3 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