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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微企业1在市场上的“一进一出”影响和促进了市场“新陈代

谢”的发展，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最新数据显示，在 2022 年上半年

疫情影响后，小微企业创业活力指标逐步恢复，多个重要指标恢复到

或好于疫情前水平。小微企业的信用环境、外资户均注册资本等指标

近期均有所改善，且单笔融资金额提高，信用环境改善。当前仍应更

加发力将政策“最后一公里”打通，实现政策效果，维持当前经济复

苏的势头。 

 

 

 

 

 

 

 

 

 

 

 

                                                             
1 小微企业范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小微企业库中本年度新设立小微企业的入库判定标准：注

册资本或出资额（资金数额）在 500 万人民币以下（含 500 万人民币）的企业和本年度新设立的个体工商

户，作为本报告研究的小微企业。 



 

 

 

一、小微企业创业活力超过疫情前，注册注销比维持在

较高水平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多重风险与挑

战，我国小微企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当前创业积极性超过疫情前水

平，注册注销比维持在较高水平。 

（一）创业规模逆势增长，规模超过疫情前水平 

2019 年 1 月—2022 年 6 月，新注册2小微企业较快增长，规模超

过疫情前水平。2022 年上半年，新注册的小微企业达 12764257 户，

分别超过 2021 年、2020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新注册数量的 3.16%、27.13%

和 24.31%。根据天眼查实时数据，截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小微企业

总量比重占市场主体3的 91.68%，市场主体总量已达 1.66 亿。 

（二）企业退出速度由于注销制度简化而稍有提高 

2022 年上半年，在新注册企业数量整体增长的同时，退出市场（注

销4）小微企业的数量也有所增长，退出速度略低于市场主体平均水

平，退出规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2022 年上半年，注销小微企业达 4308224 户，环比减少了 6.75%，

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2%）。2022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简易注销

                                                             

2 新注册小微企业，用小微企业注册登记时间表示其进入市场，某一时期新设小微企业数量反映其创业信

心和创业活力，新注册小微企业越多，说明创业信心越强，创业活力越高。 

3 市场主体数据：本报告仅统计分析中国大陆地区市场主体，数据系天眼查®研究院通过天眼查数据以及

其他公开渠道收集，数据规模与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实有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数据基本一致。 

4 用小微企业注销时间反映其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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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此企业注销平均耗时由 100 天下降至 60 天，简易注销只需

要 20 天左右。2022 年上半年，注销小微企业数量虽然环比有所减少，

但同比分别超过了 2021 年、2020 年和 2019 年同期的 9.44%、64.16%

和 8.38%。 

   （三）市场“新陈代谢”正常稳定，注册注销比维持在较高

水平 

小微企业“新陈代谢”的情况用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5表示，注

册注销比值越大，说明小微企业新注册规模的增幅比同期注销规模的

增幅越大，反映了小微企业创业积极性越强。但是，随着我国小微企

业简易退出机制的完善，近期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变动也部分反映了

小微企业退出机制更加畅通。 

小微企业“新陈代谢”的情况与全国市场主体趋同，且从长期看

一直略高于市场主体平均水平。2022 年一季度与市场主体基本相当，

但二季度回落到市场主体平均水平以下，这是由于注销简易化更利于

小微企业注销。 

2022 年上半年，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为 2.98，同比增长了 3.01%，

较为稳定，同时大幅超过疫情前 2019 年 15.50%（2019 年为 2.58）。 

 

                                                             
5 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是指一定时期内新注册小微企业数量与注销小微企业数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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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年 1月—2022年 6月小微企业和市场主体注册注销比变化趋势 

二、小微企业融资活力降中趋稳，单笔融资金额波动增

长 

受疫情反复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小微企业融资增长压力增大，

融资活力放缓，融资事件数量和融资总金额近期均出现减少趋势，但

单笔融资金额波动增长，超过疫情前水平，总体来看，融资活力在合

理区间。 

（一）融资事件呈减少趋势，回落到 2019 年水平 

根据天眼查®研究院不完全统计，仅 2022 年 1 月份小微企业融资

事件6较多，为 437 件，同比增长了 24.15%，但是，2022 年 2—6 月，

小微企业融资事件呈下降趋势，同比增长率均为负值。 

小微企业融资事件变化趋势与市场主体基本一致，但相对稳定，

且降幅小于全国市场主体平均水平。2022 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融资事

件为 1901 起，环比减少了 19.89%，同比减少了 23.53%。市场主体融

资事件共计 7788 起，环比减少了 25.84%，同比减少了 27.77%。小微

                                                             
6 小微企业融资事件，是某一时期小微企业融资事件数，反映小微企业的资本吸引力和持续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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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事件数基本回落到 2019 年上半年水平（1949 起）。 

（二）融资金额呈减少趋势，但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小微企业融资金额变化趋势与融资事件趋同。仅 2022 年 1 月份

小微企业融资金额7较高，为 131.59 亿元，是 2019 年以来同期水平的

最高值。2022 年 2—6 月，小微企业融资金额同比增长率均为负值，

特别是 5 月份，小微企业融资金额为 58.07 亿元，是 2019 年以来同期

水平的最低值。 

小微企业融资金额变化趋势与市场主体基本一致，但降幅是全国

市场主体的 2 倍。2022 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融资金额为 618.20 亿元，

环比减少 83.34%，同比减少 44.15%，降幅高于全部市场主体。同期

市场主体融资金额共计 10988.25 亿元，环比减少了 47.43%，同比减

少了 23.24%。 

小微企业融资金额虽然相比 2021 年上半年有所减少，但仍高于

2020 年和 2019 年同期水平，同比分别增长了 71.32%和 34.15%。这意

味着相比 2019 年及 2020 年，单笔融资金额8仍有所提高。 

（三）单笔融资金额波动增加，超过疫情前水平 

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额有一定波动。2022 年 1 月、4 月和 6月份，

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额均为 2019 年以来同期水平的最高值。仅 2 月

份较低，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额为 3449.75 万元，是 2019 年以来同期

水平的最低值。 

                                                             
7 市场主体融资金额，是某一时期市场主体获得融资的资金金额，反映市场主体的融资能力和持续发展活

力。 

8 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额，是某一时期小微企业平均每一次获得融资的资金金额，反映小微企业的融资质

量，单笔融资金额越高，说明小微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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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额变化趋势与市场主体基本一致。2021 年获

得融资较多，尤其是第三季度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数量（1179 户）基

本不变，但融资金额陡增，因此 2021 年下半年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

额猛增到 15640.24 万元。如果排除 2021 年的较高基数，小微企业单

笔融资金额变动趋势则较为平稳。 

2022年上半年，小微企业单笔融资金额共计3251.96 万元，受2021

年基数影响，相比 2021 年上半年减少了 26.96%，但是仍高于 2020 年

和 2019 年同期水平，同比分别增长了 29.15%和 37.53%，超过疫情前

水平。 

 
图 2 2019年 1月—2022年 6月小微企业和市场主体单笔融资金额变化趋势 

三、小微企业信用环境大幅改善 

通过分析小微企业经营异常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严重违法失信

信息三个负向指标对小微企业“违法、违规、违约”等“失信”数据

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市场信用导向的营商环境和小微企业诚信守法

情况。其中，经营异常信息越少，说明小微企业守法诚信经营意识和

水平越高；行政处罚信息越少，说明小微企业法治环境越好；严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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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息越少，说明市场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力度越大，市场秩序越好。 

从图 3 来看，近期小微企业失信违约信息大幅减少。2022 年 1—

6 月，失信违约事件数量基本都低于 2021 年、2020 年和 2019 年同期

水平，且与全国市场主体变化趋势一致。2022 年第二季度，小微企业

行政处罚信息、异常经营信息和严重违法信息分别为 252558 条、

722972条和6641条，同比2019—2021年三年平均分别减少了 53.71%、

42.20%和 83.47%，远好于疫情前水平，且变化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

9这反映了整体市场信用相关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 

 

图 3 2019年 1月—2022年 6月小微企业和市场主体融资事件变化趋势 

四、小微外资企业新注册数量下降，但注册资本增加，

对中国市场预期和信心回升 

    （一）外商投资企业规模下降，小微外资企业注册数下降更

多 

从图 4 来看，近期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10规模呈逐渐减小趋

                                                             
9 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章第七十条规定，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

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市场主体提交年度报告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因次，因为未报送年报的原因，每年 7 月份市场主体经营异常信息会出现陡增的情况。 

10 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小微），是指注册资本或出资额（资金数额）在 500 万人民币以下（含 5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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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多重风险与挑战，

2022 年 1 月，我国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开局基本稳定，共计 1076

户，占全国新注册小微企业总量的 0.08%。吸引外商的短期压力在 2

月份后显现，2—6 月，该比重持续保持在 0.03%~0.04%区间。2022

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为 5193 户，同比 2021 年和

2019年上半年分别减少了 36.50%和 32.52%，超过 2020年同期的 9.35%。 

2022 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为 10794 户，同比 2021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分别减少了 29.94%和 23.79%，超过 2020 年同期的

10.96%。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变化趋势与全国新注册外商投资企

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小微外资企业降幅相对更大。除了 6 月，2022

年前 5 个月小微外资企业注册占全部外资企业比重不断下降。 

 
图 4 2019年 1月—2022年 6月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小微）和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变化趋势 

                                                                                                                                                                               
民币）的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时间表示其进入市场，某一时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反映外商投资企业

创业信心和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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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注册资本规模呈“U”

型发展，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仍有信心 

近期，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注册资本11规模呈现先减少、

再增多的“U”型发展趋势。2022 年 1 季度开局相对稳定，4 月份新

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注册资本降到三年同期最低水平，应主要

为上海疫情所致，但 5—6 月户均注册资本持续增长。6 月份，新注册

小微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注册资本为 128.73 万元，环比、同比分别增长

了 1.07%和 2.10%。上半年，全国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注册资本

为 2519.38 万元，同比 2021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分别增长了 3.61%和

4.19%，比 2020 年同比略低 1.33%。新注册小微外商投资企业户均资

本（小微）变化趋势与全国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户均资本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从户均注册资本看，外资对中国市场仍有信心。 

四、总结：小微企业仍有活力，应打通政策“最后一公

里”，全面激发小微企业市场活力 

（一）小微企业“一进一出”促进市场“新陈代谢” 

从注册注销数据看，小微企业的“一进一出”影响和带动市场“新

陈代谢”发展。一是小微企业新增加速，创业活力大。2022 年上半年，

小微企业新注册规模继续增长，规模超过疫情前水平。二是小微企业

退出制度便利化使得注销数有所增加。三是小微企业“新陈代谢”水

平较高，注册注销比维持在较高水平，市场发展活力稳定。上半年小

                                                             
11 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户均注册资本，用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时的注册资本与企业规模之比表示其进入

市场的户均资本规模，是某一时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额比上注册企业数量，反映了我国市场吸

引外资的密集程度。户均注册资本高，说明吸引外资密集程度高，也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向好的预期。

反之，则说明吸引外资密集程度低，外商投资企业信心减弱。 

8



 

 

微企业注册注销比处于 1 月的 2.26）至 6 月的 2.78）之间，基本稳定。 

（二）小微企业融资、信用环境、户均资本等有所提高 

根据天眼查实时数据，截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小微企业总量比

重占市场主体的 91.68%，市场主体总量为 1.66 亿。小微企业各项指

标均反映了其活力在恢复。一是小微企业融资活力降中趋稳，户均资

本提高。受疫情反复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小微企业融资增长压力较

大，融资事件数量和融资金额均出现下降趋势，但单笔融资金额波动

增长，超过疫情前水平，总体来看融资活力在合理区间。二是小微企

业信用营商环境改善。小微企业诚信意识增强，失信违约事件大幅减

少，上半年小微企业行政处罚信息、异常经营信息和严重违法信息数

量均大幅下降。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小微）户均注册资本呈“U”型

发展趋势，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疫情的冲击下，

新增小微和全部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有所下降，但小微外商投资企业户

均注册资本在上海疫情后逐步提高，全部外商注册户均资本也在提高，

这说明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预期和信心仍在回升。 

（三）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政策获得感 

2022 年 6 月 31 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指出“5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的

6 方面 33 条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总共有 14 条 24 处支持中小微企业，

1—4 月，全国各类服务机构组织开展政策宣贯服务活动 910 余万次，

促进政策落地。”但经调查，截至 6 月底，仍有超过 50%的小微企业

不知道如何获得政策支持。因此，应更加发力，将政策“最后一公里”

打通，实现政策效果，以维持当前经济复苏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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