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奥平：2月 PMI小幅回升，

复苏动能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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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奥平 知名经济学家、创投专家，增量研究院院长 

3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22 年 2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 PMI 产出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50.2%，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6%，

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2%，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PMI 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显示出我国经济在面临当前复杂国

际形势，严峻的经济环境和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依旧延续了“稳中求进”

的复苏态势，经济保持在扩张区间（高于 50%荣枯线），景气水平稳中有

升，但复苏动能尚显不足，关键“痛点”问题仍未缓解，政策仍需持续发

力。 

需要关注的是，大、中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1.8%和 51.4%，比上月

上升 0.2 和 0.9 个百分点，均高于临界点；但小型企业 PMI 为 45.1%，比

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中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预期

逐步转强，但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依旧较大，发展预期在持续走弱，这

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痛点”问题。 

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其中核心便是保市场主体，

尤其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因市场主体中，中小企业占较大比例，且贡献了

近 80%的就业，中小企业发展好，就业才能好，居民收入水平才能有所提

升，内需中消费才能实现复苏，消费复苏后中小企业所生产的终端产品与



 

 - 3 - 

服务才能实现价值转化，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正向循环。所以，保中小企

业就是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此外，从另一项经济的先行指标，社融数据来看，1 月新增社融达到

了 6.17 万亿元，其中，政策推动的社融相关科目，如票据融资、政府债券、

企业短期贷款等正在加速回升，但市场自主融资意愿相关科目，如企业中

长期贷款，居民贷款等仍在下滑。这也代表了前期边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

未实现从宽货币向宽信用的转化，企业投资发展欲望不强。 

在 2 月 1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当前工业经济稳定恢

复态势仍不牢固，服务业因受疫情等影响存在一些特殊困难行业，近期要

抓紧出台措施，加大帮扶力度”。其中包括，“加大工业、服务业所得税

减免力度”，“延长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政策”，“引导加强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提供激励资金支持增加普惠小微贷款等，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较快增长，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等，皆旨在解决当前经济发

展所面临的关键“痛点”问题。 

可见，在当前复苏动能尚显不足，中小企业发展预期不强的情况下，

宏观政策仍需持续发力、靠前发力，实现稳健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

提升效能，实施减税降费等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

业的支持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加的灵活适度，加大对实体经济，

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实现“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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