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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 e]  

规模以下经济数据的计算

和分析 
 
[Table_Summar y]  

规模以下企业主要是指月度数据披露的规模以上企业之外的经济主体，主要

包括小型和微型企业；规模以下企业对经济整体来说，在经营主体数量和就

业人数两方面意义重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质量，生产端理论上可以

计算季度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但从结果验证来看，2020 年

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其参考性明显下降，从数据的精准度方面看，月度 PMI

指数中的小型企业 PMI 更有参考意义；需求端可以计算月度限额以下社零

累计同比增速，借鉴意义比较明显。 

 GDP 是全口径的季度数据，规模以上近似于大中型企业的月度数据。规

模以上月度数据的统计意义是高效跟踪经济发展情况，但规模以下的意

义在于理解经济主体和就业情况。2018 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仅 0.2%

的经济主体属于大型企业，1.3%属于中型企业，小微型企业数量整体占

比 98.5%。从各行业看，98.3%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承担了行业 55.7%

的就业，98.8%的限额以下社零企业，承担了行业 70.1%的就业，在 2018

年经济普查数据中，二者共计接近 1 亿位就业人员。 

 月度工业增加值数据的统计范围是“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工业企

业，季度工业实际 GDP 和年度工业实际 GDP是全口径的统计指标。考虑

到季度工业 GDP的计算采取增加值率法，而疫情冲击和基数效应对 2020

年和 2021 年数据的有效性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对于计算所得 2022 年一

季度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下降 25.3%，我们对此的解释有

两个可能：一是工业企业延续了向龙头集中的发展趋势，二是或印证了

从 2020 年 5 月之后，制造业小型企业 PMI 就在 50 下方运行的情况。但是

我们仍对这一计算结果的有效性保持怀疑态度，考虑到工业 GDP的季度

数据要进行常规修订和全面修订，建议上述计算结果仅供参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本身是全口径月度统计数据，同时月度数据中还提

供了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相关数据，因此可以直接计算规模以下社零的

同比增速。2014 年以来，限额以下社零增速持续高于限额以上社零同比

增速，并且自 2016 年以后，限额以下与限额以上社零同比增速之差有所

放大，但是新冠疫情之后，限额以上社零的同比增速重新回到限额以下

社零增速的上方。我们认为这一变化背后有几种可能：一是社零统计范

围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当中，小微型企业数量多占比高，

且容易受疫情冲击影响，因此限额以下社零同比增速下降反应的或是经

营主体减少的情况；二是社零消费上网趋势加深之下，随着消费业态深

度变化，限额以下社零消费在现行统计范围之外，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进一步加快了消费业态的变化，使得统计数据出现趋势性逆转。但整体

来看，限额以下社零的月度数据仍有较强借鉴意义。 

 PMI 月度数据中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小型企业数据，可以作为生产端规模

以下经营情况的参考。 

 风险提示：通胀居高不下；美元指数超预期走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

负面影响没有减轻；乌克兰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加大；季节性气

候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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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中的规模以下 

GDP 是全口径的季度数据，规模以上近似于大中型企业的月度数据。规模以上月度数据的统计意义

是高效跟踪经济发展情况，但规模以下的意义在于理解经济主体和就业情况。 

 

规模以上的含义 

工业增加值中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的全称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根据统计局附

注，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并且由于新建投产企

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每年都会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

影响是，前后两年的统计数据存在口径差异，对计算结果会造成扰动。 

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规模以上。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统计范围是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以

上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及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根

据统计局《主要统计指标诠释（第二版）》（2013 年）中所述，统计主体范围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

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

房地产开发投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是计划总投资额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而房地产开发固

定投资统计则是以企业为单位，涵盖报告期内完成的全部用于房屋建设工程、土地开发工程的投资

额以及公益性建筑和土地购臵费等的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规模以上。社零的统计范围是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法人企

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社零数据每月发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时发布限额以上单位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在调查方法

上，对限额以上单位进行全数调查，对限额以下单位进行抽样调查。根据统计局《主要统计指标诠

释（第二版）》（2013 年）中所述，限额以下抽样调查频率为每季度一次。因此不同于工业增加值

和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社零的数据是个整体的概念，其中的限额以上社零才是类似规模以上的统计

数据。 

从月度数据中可以看出，“规模以上”数据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统计对象的波动较大，规模

以上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相对稳定，统计数据质量较好，如工业增加值；二是统计更为便捷，即便作

为全口径的社零数据，规模以下的数据也是采取抽样调查和推算方式。 

 

规模以下的意义 

规模以下企业对就业意义重大。以 2018 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数据看，全国超过 83%的法人单位数量

集中在年营收 500 万元以下，对应的从业人员数 7300 万人，占比 24.5%。从 2019 年就业结构数据来

看，包括城乡在内的私营和个体就业结构占比达到 53.71%，其中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19.3%，

城镇个体企业占比 15.5%，乡村私营企业占比 11%，乡村个体企业占比 8%，同时也是各类单位就业

人数占比结构最高的四类。从数据看，我国大量就业存在于年营收中低水平的企业，特别是私营和

个体企业当中，因此规模以下企业对我国稳就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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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18 年全国各营收区间企业法人和就业人员结构  图表 2. 2019 年城乡企业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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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18，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经济普查中的规模以下 

2018 年经济普查中的规模以下近似于小微企业。2018 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

业划分办法，是以 2011 年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为基础制定的，而目前经济数据统计的标准是根据 2018 年《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

业划分办法（2017）》实施的，后者延续了原有的分类原则、方法和结构框架，主要差异在于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调整了行业分类口径，因此 2018 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里

的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在当前可以沿用。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年营业收入，

二是从业人员。以经济数据相关行业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是年营业收入 2000 万以上企

业，基本属于大型和中型企业，限额以上社零中批发业统计范围是年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的企业，

基本包括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部分小型企业（年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及以上 5000 万以下），零售业

统计范围是年营业收入超过 500 万的企业，基本包括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住宿餐饮业年营收超过

200 万，基本属于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部分小型企业（年营业收入在 100 万及以上 2000 万以下）。

从月度经济数据的统计范围与企业规模对比来看，规模以下企业整体近似于小微企业，因此我们将

这一统计概念向外扩展，近似认为 2018 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中各行业的小微型企业均属于我们关注

的“规模以下”范畴。 

规模以下企业的行业分布集中于批零业和制造业。根据 2018 年经济普查的数据，我国法人企业数量

结构中，仅 0.2%属于大型企业，1.3%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占比分别为 13.2%和 85.3%，

小微型企业数量整体占比 98.5%。从三大产业的小微企业法人数量在全部小微企业数量占比看，第一

产业占比仅有 0.3%，第二产业整体占比 25.4%，第三产业整体占比 74.3%；从各行业看，小微企业占

比最高的前三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34.7%）、制造业（17.8%）和租赁商服（12.6%），此外，

工业行业中采矿业小微企业占比 0.4%，公共事业中小微企业占比 0.6%，第三产业中住宿和餐饮业小

微企业占比 2.3%；从各行业内部小微企业占比看，采矿业中小微企业占比 96.7%，制造业中小微企

业占比 98.5%，公共事业中小微企业占比 98.2%，批发和零售业中小微企业占比 98.8%，住宿餐饮业

中小微企业占比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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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8 年小微企业中各行业企业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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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18》，中银证券 

 

规模以下企业的就业情况。2018 年我国从业人员数 2.95 亿人次，其中大型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20.6%，

中型企业占比 23%，小型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33.7%，微型企业就业人数占比 22.6%，小微型企业就业

人数共计占比 56.4%。从各行业小微企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小微企业就业情况看，三大产业中，一产就

业人数占比 0.2%，二产占比 50%，三产占比 49.9%，二产和三产就业人数占比整体比较平均；从各行

业看，小微企业就业占比最高的前三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36.3%）、批发和零售业（16.8%）和建筑

业（11.6%），另外租赁商服行业小微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也超过 10%达到 10.7%；从各行业内部小微

企业就业人数占比看，采矿业占比 25.3%，制造业占比 58.1%，公共事业占比 40.5%，批发零售业占

比 71.4%，住宿餐饮业占比 63.1%。 

 

图表 4. 2018 年小微企业中各行业就业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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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18》，中银证券 

 

工业和社零中的小微企业在市场主体和就业方面的重要性。月度数据的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公

共事业，社零包括批零贸易和住宿餐饮。从月度统计数据的行业口径看，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法人数量占比仅为 1.5%，就业人数占比 44.2%，限额以上社零企业的法人数量占比 1.3%，就业人数占

比 29.9%。换言之，98.3%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承担了行业 55.7%的就业，98.8%的限额以下社零企业，

承担了行业 70.1%的就业，在 2018年经济普查数据中，二者共计接近 1亿位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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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工业企业和社零企业的法人数结构  图表 6. 工业企业和社零企业的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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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与规模以下 

月度工业增加值数据的统计范围是“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季度工业实际 GDP和年

度工业实际 GDP 是全口径的统计指标，但实际 GDP 仅有同比增速数据，因此仅能通过近似计算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实际增加值同比增速差，来近似跟踪规模以下企业生产情况。 

 

2018 年经济普查中的工业企业 

经济普查数据中，工业小微型企业数量占比 98.5%。201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中，从工业行业数据看，

共有各类型工业企业单位数 345 万个，总资产 139.3 万亿元，负债 78 万亿元，年营业收入 118.5万亿

元，从业人员共计 1.15 亿人次。从结构看，其中小微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占比 98.5%，从业人数占比

55.4%，资产、负债、年营业收入占比均在 40%左右。从工业细分三大行业看，采矿业内部小微企业

单位数占比最低，同时采矿业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在行业内部占比也明显

低于制造业和公共事业，制造业小微企业的占比最高，一方面企业单位数量占比高，另一方面制造

业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 57.8%也远高于工业行业小微企业营收整体水平。 

 

图表 7. 各类型工业企业的经济指标特征  图表 8. 各行业小微型企业的经济指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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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月度工业规模以上统计数据与经济普查年鉴数据相比，不仅局限于大型和中型工业企业。对

比 2018 年月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统计范围内的单位数在经济普查数据中占比 11%，远高于普

查数据中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合计占比 1.5%，营业收入占比 88.5%，也明显高于普查数据的 59.7%。

从统计口径上可以解释这一问题：根据企业规模统计分类方法，部分小型企业属于年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元，但是从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下的工业企业，因此在经济普查数据当中，被归类为小微企业，

但是在月度数据中，被划分到规模以上统计范围内。如果对比 2018年经济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中 2018

年工业行业数据可以发现，由于统计口径差异和企业经营情况的波动等原因，年鉴数据当中的工业

大型、中型、小型企业相较经济普查的数据仍有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存在于小型企业，统计年鉴

当中的数据引用的仍是“规模以上”概念，因此包括月度数据在内，我们认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统计当中，包括了企业单位数占比 9.4%的年营业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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