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小微经营者报告：三

分之二未享受到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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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继连续六次发布《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季度报告》（2020

年三季度到 2021年四季度）后，2022年 3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

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网商银行继续

通过线上调研平台向使用支付宝收款服务的活跃小微经营者随机发放问卷，

探查小微经营最新情况。经过两周时间的投放，共计回收有效答卷 16529

份。样本中的小微经营者平均创造就业岗位约 4.3 个（不含经营者本人），

充分体现其吸纳就业主力军的角色。小微经营者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毛细血管和中坚力量，同时因其个体规模小而具有脆弱性。 

基于本次调研的分析，中国小微经营者在 2022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

况、所面临的压力、扶持政策的覆盖、融资情况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方面

呈现以下特点： 

1、小微经营整体表现有所下滑。以疫情前的 2019年同期作为比较基

准，小微经营恢复比例降至自 2020 年三季度观测以来的最低点；无论对

比 2021 年同期，还是与上一季度环比而言，小微经营都遭遇营业收入、

现金流维持时长以及利润率等“三降”，处于步履维艰的困难境地。特别

是，近四成小微经营者的现金流仅能维持不到一个月。这意味着在疫情影

响地区，如果疫情持续超过一个月，大量的小微经营者将面临倒闭的风险，

相关人员的就业岗位和收入保障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2、市场需求不足、成本压力高企、突发疫情扰动等是小微经营的“三

座大山”。持续困扰小微经营者的主要因素仍是市场需求疲弱、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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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突发疫情扰动，特别是市场需求不足构成小微经营下滑的最主要原

因，其中市场需求不足对规模较小的小微经营者构成明显挑战；对规模较

大的小微经营者而言，经营成本压力成为痛点。 

3、因当前各项扶持政策的适用条件对长尾小微经营者较为苛刻，政策

覆盖面较窄且继续保持缩小趋势。当前未享受到扶持政策的小微经营者约

占三分之二，主要是因为约 83%的小微经营者没有缴纳社保，约 60%无需

缴税，约 37%没有融资需求，社保缓缴、减税降费、普惠金融支持等政策

无法有效惠及该群体。此外，税费压力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缴税和缴费

负担分别对较大和较小规模的小微经营者形成压力。 

4、虽然进行融资的小微经营者比例有所下滑，但小微经营者从金融机

构贷款增长约 10%，融资成本环比持平。一季度进行融资的小微经营者比

例为 63.2%，环比下降 3.2 个百分点，三分之二的小微经营者融资目的是

维持经营。线上渠道融资仍然是小微融资最重要的外部渠道。可能是为了

应对现金流紧张的情况，小微向金融机构借款的额度环比增长约 10%，融

资成本和上一季度基本持平。 

5、小微经营者对 2022年二季度的经营信心总指数下滑至荣枯线以下

更低处，但公司制企业信心有所回暖，对未来仍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在

市场需求方面，小微经营信心指数仍处于微弱乐观区间，但在营业收入、

雇员规模、运营成本等三方面的信心均处于悲观区间内。公司制企业的信

心指数本季度出现反弹，提升至荣枯线以上，但个体户信心仍较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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