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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季度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解读》

(2022.09)

9 月 9 日，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召开上海民营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稳预

期促发展、提信心释活力”主题会议。会上，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王霄汉发布并解

读了 2022 年 1-2 季度上海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调查分析报告。该项指数调

查工作于今年初启动，旨在常态化了解掌握当前我市广大小微企业发展信心，直

观反映小微企业的经营发展感受和生存状况，为各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开展工作

提供有效参考。

上海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编制借鉴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中

小企业协会等机构相关工作有效经验，以三点量表形式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

包括宏观经济、营商环境、市场经营、生产运营、人力资源和持续发展六大方面，

共设 30 项具体问题。填答结果通过扩散指数算法，经加权计算形成相应指标分

值。单项指标分值范围均在 0 到 100 之间，50 为景气临界值，高于临界值说明

指标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低于临界值说明指标处于疲弱或收缩状态。当前，调

查范围以市工商联小微企业工作委员会为基础，综合考量选取 200 家企业作为样

本，市工商联先期已开展了第一和第二季度的调查，第三季度调查也已启动开展。

一、总体情况

我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一季度为 33.78，二季度为 39.56，增长 5.78，

均未达到 50 景气临界值。调查结果表明，前两季度受疫情冲击等超预期因素影

响，小微企业情绪普遍较为悲观，企业发展信心仍处于较低水平。从趋势看，随

着阶段性、冲击性影响的逐步消散和各类助企纾困政策的落地落实，各项指标在

二季度均呈现增长态势，我市小微企业的发展信心正逐步恢复企稳。

二、分项指数情况

上海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由 6个分项指数构成，相关调查情况如下（具

体指标数据参见附件）：

一是宏观经济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整体经济形势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短期

经济发展的预测。该指数一、二季度分别为 18.88 和 27.88，大幅低于景气临界

值，小微企业认为现阶段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对未来宏观经济发展预期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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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虽然二季度有明显提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亟待多方面精准施策，

稳定预期。二是营商环境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我市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营商

环境指数一、二季度分别为 61.84 和 64.44，均高于景气临界值，且呈现进一步

增长态势，说明疫情并未对我市营商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上海经济发展基本盘、

营商环境基本面并未改变。小微企业尤其对科学规范的“法制环境”、自主便利

的“投资环境”和高效便捷“政务环境”三项给予一致的高度评价。三是市场经

营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在从事业务拓展和市场销售活动中，对市场热度的总体感

受和行业发展的总体预期。一季度市场经营指数为 20.05，二季度为 27.30，小

微企业普遍感受市场有效需求减少、经营活动受限、销售收入和利润大幅下降的

现象依然普遍。其中，“行业发展预期”指标从 30.75 增长至 42.25，是二季度

市场经营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四是生产运营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在从事生产制

造和内部运营过程中，对产能利用能力和外部供应链状况的整体感受。一季度生

产运营指数为 23.65,二季度为 33.71，得益于各方面开展的保链稳链相关工作，

部分指标增长明显。如“原材料价格”攀升情况得到迅速缓解（二季度该项指标

从 12.42 提升至 29.25），虽提升较快但仍处于临界值以下，说明原材料涨价现

象还在持续；再如“融资便利度”增长明显，指标从 40.75 提升至 53.50，恢复

至临界值以上，说明金融纾困举措已落地见效，企业获得感有所增加，但小微企

业资金缺口始终存在，现金流依然吃紧。五是人力资源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自

身组织建设的状况评价，以及对外部人才供给情况的总体感受。一、二季度人力

资源指数分别为 43.17 和 45.55，数值稳中有升，但仍低于临界值。其中用工成

本高是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人员稳定性”指标从 47.00 下降至 43.00，需要

警惕部分企业出现“离职潮”现象。六是持续发展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自身可

持续发展预期和加大投资力度的总体意愿。持续发展指数一季度为 35.06，二季

度为 38.50，总体保持平稳，与发展信心指数数值相近。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

“固定资产投入”指标有所下降，说明小微企业扩张发展意愿不强。

三、意见建议

针对上述调查情况，结合我市小微企业在问卷调查中集中反映的意见诉求，

现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建议参照 2020 年国家社保减免政策措施，

进一步减轻民营企业用工成本；推动惠企政策由“后置”变“前置”，增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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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返还力度，激发企业内在动力；进一步优化社保延缴政策，避免集中支付导

致阶段性资金压力。

二是进一步维护提升小微企业营商环境。建议针对企业轻微不合规现象推行

辅导式执法，施行柔性监管政策；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规范收费主体

收费行为，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对暂时资金断裂的小微企业，尽可能采用“活

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帮助及时盘活资产。

三是进一步强化针对小微企业人才政策。建议进一步增加针对小微企业的一

次性增岗补贴发放力度，鼓励小微企业招录应届毕业生；增加“塔基”技术和服

务型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技能型人才留沪发展意愿；全面深化校企联合培

养项目，鼓励高校向小微企业输送人才。

四是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解读。充分发挥全媒体平台优势，有效传播宏

观经济政策和市场信息；加强政策意图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稳

定市场预期；加强各类产业政策发布和解读，帮助小微企业充分读懂当前发展环

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新发展机遇。

五是适时设立高层次民营经济论坛。发挥我市民营经济领域龙头企业民营企

业总部企业对小微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适时设立民营经济高层次论坛，提供企

业家广泛交流对话的平台，展示上海企业家形象风采、探讨民营企业家群体精神

凝聚与传承；进一步宣传民营企业新发展理念探索成果和践行社会责任的典型案

例、提出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方向，为小微企业的发展谋划新蓝图、

寻找新引擎，提振持续发展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