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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4 季度上海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 49.95
 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背景下，4季度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在景气线附近总体维持平稳(49.95)。

 小微企业对未来上海本土经济发展预期(62.35)大幅提升，对行业发展预期(65.88)普遍乐观。

 4 季度末小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54.12)明显增长，投资扩张意愿呈现复苏迹象(44.71)。

 4 季度小微企业用工缺口问题持续增大(40.00)，用工成本增长(24.71)成为小微企业最大困扰。

 4 季度末受疫情短期冲击影响，小微企业产能利用率(32.94)显著下降，运营成本(27.65)增加。

《2022 年 4 季度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调查报告》

（2023.01）

一、综合指数情况

2022 年第 1-4 季度 上海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 6大分项指数

宏观经济

指数

营商环境

指数

市场经营

指数

生产运营

指数

人力资源

指数

持续发展

指数

2022 Q1 18.88 61.84 20.05 23.65 43.17 35.06

2022 Q2 27.88 64.44 27.30 33.71 45.55 38.50

2022 Q3 47.94 70.49 43.58 41.69 49.60 43.65

2022 Q4 51.76 72.28 45.88 38.04 46.12 45.59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 4 季度 6 大分项指标

变化出现分化。其中宏观经济指数（51.76）、市

场经营指数（45.88）、营商环境指数（72.28）、

持续发展指数（46.12）仍总体保持小幅增长，但

生产运营指数（38.04）和人力资源指数（46.12）

出现下降趋势。在疫情防控新政背景下，企业经

营发展动力开始复苏，对劳动力和生产端提出了

更高需求，当前短期内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的趋

高是小微企业发展的最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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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变化分析

重点关注【增长】指标：（增长幅度最大）

 宏观经济预期(+18.62) 调查结果显示，4 季

度末小微企业对于未来一年上海整体经济发

展态势信心激增，在当前受到 4季度疫情冲

击影响下小微企业普遍反映虽当前形势不

佳，但经济回暖复苏已经出现转机。

 行业发展预期(+19.40) 调查结果显示，4 季

度末小微企业对上海未来一年整体发展信心

激增的基础不仅是城市的发展态势，更是源

自对自身所处行业未来发展的普遍看好。

重点关注【下降】指标：（下降幅度最大）

 战略稳定性(-13.84)：4 季度开始，小微企业

对于自身业务战略发生较大规模和较大程度的

转型调整，主要基于对宏观经济态势的最新研

判，侧面也展现出“春风吹又生”的积极势头。

 宏观经济感知(-10.96)：调查结果显示，4季

度小微企业普遍反映，受疫情冲击性影响本季

度整体经济态势有所下滑。

 用工缺口(-10.92)：调查结果显示，4季度小

微企业首次反映用工缺口明显增加，与前两季

度的人员异动情况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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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项指数分析

1.宏观经济指数

“宏观经济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整体

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短期

内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对小微企业的

发展动力起到基础性影响作用。2022 年

4 季度指数：【51.76】

宏观经济是小微企业发展的气候条件，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4季度，

受到疫情防控新政带来的短期内疫情冲

击，小微企业普遍反映当期整体经济态

势低迷，但对上海市未来一年的经济发

展态势，小微企业表示出了极大的信心。

短期的阵痛过后将是无限美好的发展前

景，从小微企业的反馈也侧面反映出疫

情防控优化调整举措对企业发展信心的

激励作用，小微企业宏观经济指数年内

首次达到景气水平。

2.营商环境指数

“营商环境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在从事

市场经营活动中，对我市营商环境及基

础性公共服务各个方面的感知程度和认

可程度。2022 年 4季度指数：【72.28】

营商环境是我市小微企业赖以生存的土

壤，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小微企业

对上海营商环境各个方面均表示极高程

度的认可，整体均在景气值上方。2022

年第 4季度，营商环境指数较上一季度

仍保持平稳并仍有增长，从指标细节来

看，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惠

企政策和企业服务”两方面小微企业感

受度相对略显不足，且在普惠服务方面

4 季度仍有下降，亟待更多为小微企业

提供切实帮助的普惠性扶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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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经营指数

“市场经营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在从事市

场/商务经营活动中，对自身产品及服务销

售情况、外部市场情况和行业发展情况的

总体感受。2022 年 4 季度指数：【45.88】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4季度我市

小微企业的市场经营情况较上季度略微增

长，但仍低于景气水平。其中，主要受四

季度末的疫情集中冲击影响，小微企业营

业收入和利润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落。其

中对市场经营指数起到关键支撑因素的是

4 季度小微企业对未来一年行业整体发展

前景的信心大幅增长，普遍反馈乐观态势，

从 4 季度其他相关指标也可以看出，多数

小微企业都调整业务战略已迎接未来预期

的市场回暖。

4.生产运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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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财务运

营状况和生产状况，以及对外部供应链和

资本市场健康状况的总体感受。2022 年 4

季度指数：【38.04】

调查结果显示，4 季度小微企业整体生产

运营状况仍未达到理想状态，且相较于 3

季度出现小幅回落。从小微企业实际感受

而言，外部供应链企业基本保持稳定，但

原材料/中间品价格相对较高，各项运营

成本普遍偏高压力较大。4季度末又经历

了疫情管控放开后的短暂冲击影响，产能

利用率下降较快。从资金运转方面来看，

4季度小微企业现金流情况基本维持合理

区间，市场融资贷款热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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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力资源指数

“人力资源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自身人

才队伍和团队建设的状况评价，以及对外

部人才供给情况的总体感受，是对小微企

业组织建设状况的基本反映。2022 年 4 季

度指数：【46.12】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4季度，小微企

业人力资源指数总体平稳，出现小幅下

滑。其中主要积极影响因素是小微企业对

未来 1年上海人才市场的供给充满信心，

指标有所上升，绝大部分小微企业内部管

理状态较为稳定。但用工成本高企，仍是

我市小微企业感受度最大的问题，当前随

着今年疫情的持续变化影响，接近年末时

期，小微企业在用工的稳定性上出现下

降，用工缺口问题开始显现。

6.持续发展指数

“持续发展指数”反映小微企业对自身稳

定发展和可持续投资经营的判断和预期,

是对小微企业发展意愿稳定度的基本反

映。2022 年 4 季度指数：【45.59】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4季度，我市小

微企业持续发展意愿持续小幅提升，逐步

接近景气水平。第 4季度持续发展指数各

项指标具有提升，固定资产投入增长较

快，投资扩张意愿明显提高，企业发展预

期也较前几季度更为乐观。其中唯一下降

指标是小微企业的战略延续性，面对疫情

防控政策的调整以及一年来出现的新形

势新变化，较多小微企业在四季度已经开

始调整其业务战略，以更好适应未来社会

经济发展需要，从整体来看显示出积极向

好充满信心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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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别差异分析

上表内容旨在分析不同属性企业在各项指标上的感受度差异，差异较大的指标用亮色标出。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4季度，我市小微企业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在多项指

标上存在显著差异，“非制造业”的小微企业普遍经营感受更好、信心更足，侧面反映上

海当前营商环境对非制造业小微企业更为友好。从企业规模来看，营业收入大于 1000 万的

企业相较于营收 1000 万以下的企业普遍发展感受度更好，发展信心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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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期诉求心声

“珍惜、保护好企业家精

神，监管循序渐进，不搞

一刀切，营造企业家敢闯

敢干环境和风气。”

“希望政府能够分阶段

给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

与国企、央企搭建舞台，

提供潜在合作机会”

“合同履约成本太高，应收账款压力太重，希望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帮扶、诉

讼加快。国有企业拖欠款现象仍然存在且较为严重，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困难”

“市场整体低迷，客户缺乏消费信心。为了生存企业间竞争惨烈，将可能导

致恶性循环。芯片等原材料的涨价无序，极大推高了企业成本。”

“行业需求的萎缩是我们碰到的最大问题”

“希望政府针对游戏产业能够正常发放版号”“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最重要，政府能否给与信心支持

最重要。一是经济发展和依法治国持续国策不变。二

是多维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如持续减免房租、适度降

低或缓交企业社保成本等)三是响应二十大人才和科

创政策，给出实质性政策，四是增加融资渠道和政策”

“国有企业拖欠款现象仍然存在且较为严重，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希望政府部门给予重视”

“希望政府加大对于 AI，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

术在新基建项目中的政府预算支持，这对于上海

的科技创新企业将会提供最直接的市场需求，打

造新产业下一轮发展的温室。”

“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提振市场恢复经济动力的信心。希望加大外来基层务工人员的招募和留守福利。”

“融资便利度待提高。希望政府部

门能够牵头引入风投融资，给企业

发展带来融资的便利与背书。”

“上海地区企业生产成

本，包括用工成本和租

赁成本居高不下。”

“希望各级政府对企业扶持政望能落

实到位，避免模糊性的表述，避免中间

克扣，不要变相让企业承担，例如挂牌

上海股交中心的财政扶持，各区和张江

都没有执行，该情况会对政府公信力产

生不良影响”

“原料被控制严重，价格大幅上涨，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希望政

府部门给予干预”

“建议构建区域经济内循环。目前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遍还是“孤军奋战”，很难融入区域整体发展规划，导

致企业运营效率低下，也无法为地方发展创造更大价值。在此我建议政府通过各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企业

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动，构建区域经济内循环，在业务开展和竞争过程中，也能优先给予本土企

业更多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