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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产业景气指数持平 
 

甘洁  /  文 

 

引言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约 20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融资需求进行的季度

调查。该调查从 2014 年第二季度开始已进行了六年。调查采用电话访谈形式，样本通

过对国家统计局 2013 年经济普查规模以上（即销售额大于 2000 万）的企业按行业、地

区、及规模分层的随机抽样产生。 

我们的样本涵盖 41 个行业和 31 个省和直辖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绝大

多数（96%）为中小企业（用工人数小于 500，营收小于 4亿），而 17%属于小微企业1（即

用工人数小于 300，营收小于 2000 万）。 

 

一、 二季度关注点 

1.1产业复工复产，生产量明显上升	

调查中 100%的企业已经复工，同时 82%的企业已经进入相对正常的生产状态（上季

度：51%）。反映实际产出的指标，包括生产量（60）、用电量（61）和国内订单（61）均明

显反弹（上季度：均为 10）(表一)。就上升的幅度而言，22%的企业生产量上升在 10%

以上，7%的企业生产量上升幅度为 20%或以上。 

反映经营状况和未来信心的产业景气扩散指数则为 50(上季度：49)，呈持平状态2，

3（图 1）。而占产业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仍然轻微收缩，扩散指数为48（上季度：47）。而

国有企业处于扩张状态（扩散指数为 63；上季度：62）。企业对未来仍持谨慎态度，投

资疲软，进行扩张型投资的企业占比仅为 1%。 

 

 
1 鉴于我们是在 2013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库中抽样，只有一个企业为微型企业。 
2 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下降”的三个选项。扩散

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好”企业百分比  +“中”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 0 和 100 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

为荣枯分界线。另一方面，扩散指数反映的是问题涉及的“广度”。例如，经济好转时，状况上升的企业的相对比例。

但是不体现“深度”，即回答“上升”的企业到底上升了多少。 
3  我们构造的产业景气指数包含当前经营状况、预期经营状况变化以及投资时机这三个子指标，为其扩散指数的平

均。和现有的经济指数相比，该指数不仅能够衡量和上期相比的产业表现，而且反映经济的绝对景气程度，并具有

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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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金流危机的企业明显下降，企业期望更多政策支持	

面临现金流危机的企业占比从上季度的15%下降至 7%。其中约 2/3 企业只能维持不

到六个月。有现金流危机的企业中，小企业约占 43%，大、中企业各占 30%和 26%。它们

的用工人数在本调查样本中占比共为5%。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工人数为 2.1 亿，鉴

于我们抽样的代表性，粗略估计有 1,050 万的第二产业劳动力面临失业的风险。4 

 令人欣慰的是接近100%的企业得到了政府或上下游的支持。其中全部企业（100%）

获得社保减免，34%获得了税收减免，而只有 1%企业得到银行利息贷款的支持。当前企

业最期待的政策依次为提高税收减免比例(51%)、增加疫情补助资金（30%）和增大社保

减免力度（20%）。 

虽然目前复工状态较好，但如果疫情有所反复或国外疫情持续，企业仍然可能面临

困境，应有相应的政策预案。 

二、 挑战及重点 

2.1行业分布	

景气指数位列前三的分别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67）、水的生产业（64）和燃

气生产和供应业（64）。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业和水的生产业分别连续十七和十四个季

度位于榜单前列。本季度后五名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4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4）、

黑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业（45）、黑色金属矿采选业（45）和皮革毛皮制品业（45）。黑色金

属冶炼和加工业连续十二个季度上榜。 

2.2挑战和重点	

产能过剩继续为产业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二季度85%（上季度：85%）的企业产品

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反映国内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与上季度相同，为92，仍处历史新

高。产能过剩超过10%和 20%的企业占比也上升，分别为61%和 25%（上季度：68%和 33%）。

同时，反映国外需求不足的扩散指数也上升至历史新高，为91（上季度：90）（图 2）。 

产业经济的第二大挑战仍为成本上升。本季度单位成本扩散指数为58（上季度：91），

成本仍处于上升状态。但因生产量的增加成本上升的幅度明显下降。有较大幅成本上升

(单季成本上升超出 3%)的企业占比从上季度的 33%下降至 8%（图 3）。成本上升主要因

原材料成本带动，后者扩散指数为56（上季度：52）。同时，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指数

为19（上季度：13）。 

最后，融资自 2014 年二季度我们开始本调查以来一直不是现阶段产业经济的瓶颈。

本季度仅有 0.3%的企业认为融资是制约因素。与此相应，仅有 1%的企业认为资金不足，

 
4  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因为小企业更可能面临现金流危机，而我们的样本主要为规模以上企业。如果考虑到

小微企业，则数字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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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74%）是生产性、而非扩张性资金不足。银行借贷态度轻微收紧

（扩散指数为 48；上季度：49）。 

三、结论 

疫情是继去年贸易战之后对产业的又一次打击。中国经济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二

季度已经复工复产，生产量大范围反弹。但是产业产能过剩仍然严重、投资亦疲软。鉴

于疫情有可能出现反复，全世界范围内经济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议政府对救助政

策做出积极的预案，有效防范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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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表1.1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国 2,023 2,030  50 49 54 55  49 46  45 45

分规模   
大 675 677  51 49 56 56  49 45  47 47
中 674 676  50 49 55 55  49 47  46 45
小 674 677  48 47 52 53 48 46  43 43

分产权    
国有 102 101  63 62 82 82  60 58  47 47
集体 8 12  52 49 63 58 50 46  44 42
民营 1,754 1,748  48 47 52 52  48 45  45 45
外资 159 169  53 52 62 63  49 47  47 46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241 274  48 47 54 53  48 46  42 43

消费品非耐用 619 628  52 51 60 60  50 49  46 45
资本品 120 130  52 52 58 58  50 52  48 48
中间品 1,043 998  48 47 51 51  48 44  45 45

表1.2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全国 6 4  1 1 60 10  49 48  61 10
分规模    

大 7 5  2 1 59 10  49 48  59 10
中 8 6  1 1 61 10  49 49  62 11
小 5 3  1 1 58 9  48 47  61 10

分产权    

国有 4 3  3 1 59 35  50 50  58 35
集体 13 0  13 0 63 17  50 42  63 13
民营 6 5  1 1 60 8  49 48  61 9
外资 6 5  2 1 56 9  49 48  57 12

分产品类型    

消费品耐用 5 3  1 1 63 7  47 47  64 8
消费品非耐用 10 9  2 1 53 18  49 48  55 18

资本品 7 2  1 0 75 6  51 50  79 6
中间品 4 3  1 1 61 6  49 48  62 7

注：

2. 产业景气指数 = (经营状况扩散指数 + 预期经营状况扩散指数 + 投资时机扩散指数)/3。

1. 扩散指数所基于的问题为多选题，含类似于“好”、“中”、“差”或“上升”、“持平”、和“下降

”的三个选项。

扩散指数的计算方法为：“上升”企业百分比+ “持平”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和100 之间，越高

代表状况越好，50为荣枯分界线。

企业个数 产业景气指数
经营状况

扩散指数

预期经营状况变化

扩散指数

投资时机

扩散指数

有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的比例

扩张型投资

企业的比例

生产量

扩散指数

就业情况

扩散指数

用电量

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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