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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3 季度上海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 49.49
 3 季度我市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总体大幅上升(49.49)，基本恢复至接近景气水平。

 小微企业对 3 季度宏观经济整体感受和预期大幅修正(47.94)，基本摆脱疫情带来创伤情绪。

 3 季度小微企业营业收入(46.33)和销售款回笼(43.12)显著增长，自身造血能力基本恢复。

 3 季度小微企业外部供应链处于健康水平(51.22)，但原材料价格和运营成本仍是负面因素。

 3 季度企业内部管理健康度有所下降，企业反映留人难、员工老龄化等情况有所增多。

《2022 年 3 季度小微企业发展信心指数调查报告》

(2022.10)

一、综合指数情况

2022 年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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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 3 季度 6

大分项指标均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宏

观经济指数（47.94）和市场经营指

数（43.58）增长最为显著，进入 7

月以来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至常

态，企业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创伤心理

和悲观预期得到了大幅的修正，各类

市场活动恢复开展、市场热度逐步增

长，该两方面成为 3季度推动小微企

业整体发展信心的最关键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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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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26.33) 调查结果显示，3 季度小微企

业市场经营活动基本恢复至常态，营业收入相比 2

季度大幅度回升。(46.33)

 宏观经济感知(+25.89) 调查结果显示，3 季度小

微企业对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和宏观经济预期恢复

到合理水平，且处于景气值上方。(52.14)

 营业利润(+25.37) 调查结果显示，3 季度小微企

业销售款回笼情况好转，企业利润较上季度大幅

提高，造血能力基本恢复。(40.37)

 供应链状况(+16.22) 调查结果显示，3季度我市

小微企业普遍反映供应链稳定状况恢复至景气值

上方，保持健康状况。（51.22）

重点关注【下降】指标：（下降幅度最大）
 融资便利度(-3.04)：随着疫情冲击影响

消散，融资市场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关

注度略微回调，基本保持健康水平，略高

于景气值（50.46）。

 内部管理(-1.46)：受前两季度出现的人

员离职、供应链动荡以及整体发展信心的

影响，小微企业内部管理健康度略受影

响，但仍处于较高的稳定水平（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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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项指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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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季度指数：【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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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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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面需进一步

关注小微企业诉求，创造适应小微企业

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并主动靠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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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季度指数：【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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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季度，

小微企业对宏观经济的感受和信心大幅

增长，企业普遍认为当期宏观经济较上

季度提升明显，已恢复至健康景气水平。

但对未来一段时期的整体经济发展预期

受到复杂国际局势和疫情持续影响，仍

处于谨慎担忧的状态，短期内仍亟待提

振经济热度的重大利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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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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季度指数：【43.58】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3 季度我市小微企业

的市场经营活力开始显著恢复，营业收入

和利润从先前的低谷区间增长至景气值附

近，同时销售款回笼指标大幅提高，小微

企业整体自身造血能力自 3季度开始全面

修复。在市场经营方面，小微企业能够获

得业务、且对行业整体发展有良好预期是

当前支撑企业发展信心的主要影响因素。

但鉴于当前疫情防控措施对消费市场活动

的限制仍然明显，市场需求和活力仍有待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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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季度指数：【41.69】

调查结果显示，3 季度小微企业整体生产

运营状况仍未达到理想状态，虽然外部融

资便利度和供应链基本达到健康稳定状

态，但因国际局势影响和外省市物流运输

不畅，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和相关原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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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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季度指数：【49.60】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3季度，小微

企业人力资源指数总体小幅增长，其中，

小微企业内部管理健康度保持较高水

平，用工缺口和对外部人力市场的供给

预期基本保持在健康水平。但用工成本

在疫情后持续攀升，小微企业集中反映

“留才难”以及人才素质不能满足业务

需求的情况。当前阶段，我市小微企业

保留员工付出了较大努力，对未来组织

和业务的稳定度产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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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季度指数：【43.65】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3季度，我市

小微企业持续发展意愿进一步企稳，各

项指标均有上升。其中，我市小微企业

的战略方向选择基本能够符合发展需

要，能够维持现有业务战略持续发展，

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预期普遍仍处于景

气值以下，投资扩张意愿持续低迷，2

季度小微企业对自身业务战略延续性较

为稳定，基本能够保持定力、坚持发展，

对自身持续发展的预期逐步进入恢复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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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别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3季度，我市小微“制造业企业”在各项指标上相对低于

“非制造业企业”，尤其在对“当前经济形势感知”、“行业发展预期”、“现金流健

康度”、“用工成本”、“内部管理健康度”等几个方面受企业行业影响较大。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第 3季度，我市小微企业营收在 1000 万以上的，在各项指

标上相对高于营收在 1000 万以下企业，其中尤其在“营收增长恢复”、“融资便利度”、

“内部管理健康度”、“固定资产投入”、“投资扩张意愿”等方面受企业营收规模影

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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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期诉求心声

“我们小企业需要大企

业提高回款速度，大企

业压款已严重影响小企

业生存。”

“当前企业劳动力短缺！应加强与贫困地区合作，劳务输出解决贫困问题，同

时也可以让外来务工人员学到各种技能，为贫困地区今后发展提供帮助”

“解决用工就业问题，减少各种检查处罚” “我们人力资源行业主要

是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对

小时工这个法律法规上还

要完善，二是人难招。

建议政府对小时工这块还

是要完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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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小微企业向银行贷款，公司法人为应急曾经通过手机通过 p2p 贷过款，银行就基本不放贷了”

“劳动密集型的危化物流行业受政策要求越来越高，

希望相关部门应集中培养一批有规模、有能力的代表

型企业，良币驱逐劣币，减少小物流企业，提升物流

管理水平，放宽危化物流的所谓的避高温政策。”

“成本高于其他地方，监管标准实行不统一”

“整体经济不振带来的消费品需求的下滑，以及

疫情影响的进口品供应不稳定，国内跨省物流不

畅风险。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提振经济，促进消

费。”
“关键是如何提高搭建好平台啊，不断上涨的房价，

员工的工资上涨太快了。员工离开上海的人增加了。

人员循环下降了”

“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领域外，建议根据实

际情况，更公平的设定评标的综合实力要求”

“人才是企业的命脉，但是除了住房问题以外，还有下列问题也希望政府能为这些人才做好保障，为企业

留人才创造条件：1、优秀人才评价，希望通过企业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评定；2、希望政府出台新政策，

为愿意留在金山的非研究生或以上学历的人才，降低购房限制，使人才能在金山安家、为企业“稳岗”提

供基础；3、为优秀人才创造落户条件：现有政策门槛高，要上海的研究生才能办理，对一些特殊人才，希

望政府适当考虑降低学历要求，降低社保缴纳年限和缴纳金额要求，降低个人所得税金额要求，留住外来

本科大学生优秀人才并且也能落户上海；4、持续开展党工团组织联谊活动，给年轻人一些能在金山安家立

命的机会和理由；5、通过一些社会平台，积极创造一些公共低成本的活动娱乐场所，拉动经济和活跃各个

年龄人员的社会状态；6、居住证门槛也是人才留住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普通外来人员，即使企业为员工

提供宿舍，但是目前集体宿舍不能办理居住证，希望政府能给住集体宿舍的人凭企业证明或者上海市社保

缴纳记录证明也能办理居住证；同时，简化居转户办理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