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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省经济信息中心对全省 11 个设区市和

家工业企业开展企业监测。监测结果显示：三季度工业运行指数为

持续三个季度处于不景气区间。其中，发展环境指数为 44.7

企业生产经营指数为 44，环比下降 3 个点。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市场防控风险加大

外需市场不振等问题较为突出。下阶段，需高度警惕工业经济惯性下滑风险，

助推企业研发创新等方面出台有力措施，努力促进工业经济企稳

续三个季度处于不景气区间，11 个设区市环比均有所下降

 

三季度工业运行指数为 43.9，环比下降 3 个点，连续三个季度。跌破景气区间

2.8 个点，创 2011 年以来新低。生产经营指数为 43.4

”，产品订货、销售产值、产品价格、盈利状况、

、7.9、3.9、 5.5、3.3 和 2.2 个点；企业生产成本

个点。 

个设市区工业运行指数均处于不景气区间，且环比均有所下降

绍兴（43.1）等工业经济大市下行影响最大，环比分别下降

与面上水平相比，仅温州（44.3)、嘉兴（45.7)、湖州（48.3)

在当前宏观经济波动大、行业洗牌加剧的大背景下，三季度有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黑色金属

36.8)等高耗能行业经营困难力口剧；而以医药制造

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反映了浙江工业经济转型

工业运行指数均有所下降，小微(42)、中小企业（43.8)、大型

稳定投融资环境、助推企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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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破景气区间。发展环

43.4，环比下降 3

、从业人数及新增

企业生产成本、流动资金指

且环比均有所下降，尤以台州

环比分别下降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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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有 18 个行业指数

黑色金属(34.2)、有色

而以医药制造（51.2)、仪器

反映了浙江工业经济转型

大型(45.5）环比分



别下降 13.28 和 4.7 个点。与面上水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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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度普遍放缓。三季度

上的企业占比不到四分之一，

下的企业占比 7.8%。 

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的意愿较高

、仪表等高端制造业研发创新意愿较强

高于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

规划和创新动力”(45.5%)、

融资压力略有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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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有所改善。受基准利率

三季度 51.1％的企业反映存兰触资缺口

以下的企业占比为 26.4%，环比下降

缺口的企业占比（54.4%）高于全省面

的企业占比（55.6%）高于全省面上

融资隐性成本依然存在。

，环比提高 1.4 个百分点，其中

个百分点。调研中，中小企业续贷引发的隐性成本居高不下问题依然突出

保公司、融资公司等“过于贷款

与面上水平相比，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分别低于全省面上

大型企业高于全省面上 1.6 个点。 

仅有 20.1％的企业在未来三个月有投资打算

研发创新投入的意愿较强 

 

三季度 20.1％的企业在未来三个月有投资打算，环比下降

资环境的判断不甚乐观，仅两成的企业看好未来投资环境，宏观经济下行

本市场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制约企业投资信心。 

三季度，有年初计划投资的企业中，反映能完成计划投资

，司比大幅下降 15.3 个百分点；反映只能完成计划投资

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的意愿较高。三季度 48.0％的企必丁算加大研发创新投入

仪表等高端制造业研发创新意愿较强，该项占比为 63.1%，高于全省面上 15.1

服装等传统行业 27.3 个百分点。“缺乏研发创新人才” (48.6%)

、“缺乏研发资金"(44.9%)是制约企业加大研发创新

 

，但企业续贷的隐性成本依然较高，市场防控风险压力

受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下行以及还款方式创新等因素共同推动下

的企业反映存兰触资缺口，环比降低 1.7 个百分点。其中，反映融资缺口在

环比下降 2.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有融资

高于全省面上 3.3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小微企业反映有融资缺习

高于全省面上 4.5 个百分点，高于大型全业 7.7 个百分点

。三季度，反映融资成本占生产成本 10%及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其中，反映融资成本在 30%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3.5%

中小企业续贷引发的隐性成本居高不下问题依然突出。部分银行高管与担

过于贷款”机构“沾亲带故”，隐形抬高企业融资成本

企业分别低于全省面上 1.9、0.1

的企业在未来三个月有投资打算，企业加大

 

环比下降 3.5 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下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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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入的主因。 

 

市场防控风险压力

存款准备金率下行以及还款方式创新等因素共同推动下，

反映融资缺口在 10%

服装等传统行业有融资

小微企业反映有融资缺习

个百分点。 

及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213%

3.5%，环比提高 09

部分银行高管与担

隐形抬高企业融资成本。 



“两链”风险持续高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持续暴露，部分地区骗贷讨债行为趋增，信用

环境受创，“两链”风险尚未遏翻：分区域看，有 89.9％的企业反映“两链”风险高于或持

平去年同期，其中，反映“两链”风险高于去年同期的企业占比接近巴分之一。衙州（94.9%)

、嘉兴（93.1%)、宁波（93.1%）等 6 个设区市“两链”风险高于全省面上水平。分行业看，

有 90%的企主反映“两链”风险高于或持平去年同期，化纤（26.6%)、非金属矿物制品（27.8%

）等传统行业认为“两链”风险高于去年同期的占比分别高于全省面上 35 和 4.7 个百分点。 

总体看，“双降”效应尚未明显传导到实体经济，“两链”风险依然是当前经济运行最大

风险。此外，三季度以来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股权质押、融资融券、私募基金相关产品承受深

度调整考验，各类市场主体财富缩水，对浙江企业产生影响，三季度母丈三成（32.1%）的企

业反映近期股市震荡对其融资产生了影响。此外，P2P 网贷平台运行风险，交叉性金融风险等

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外需低迷，55.8％的企业反映出口市场需求好于去年或基本持平，环比大

幅下降 14.6 个百分点 

外需总体不振。三季度，有 55.8％的企业反映出口需求好于去年或基本持平，环比大幅

下降 14.6 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需求看，反映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下降的企业占比（46.1%）高

于增加的企业占比（12.8%)3a3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我省传统产业竟争优势逐步减弱，反映

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占比 (23.4%）低于全省面上 3 个百分点，低于高端制造业企业 4.6 个百

分点。 

出口订单价格有所下降。三季度以来，围绕美元何时加息，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变

动较大。反映出口订单价格下降的企业占比为 35.7%，其中，反映下降 10％以上的企业占比为

83%，出口竞争力下降，凸显加快我省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黑色金属、橡胶制品等高

耗能行业反映出口订单价格下降的企业占比为 50.9%，高于全省面上 152 个百分点。此外，有

40.7％的企业反映，面渊亡率波动，企业议价能力较弱缺乏定价权，出口或进口产品价格不随

汇率变动而调整。 

环境预期依然谨慎，生产经营预期平稳，降低负担、提高审批效率、支持

企业创业创新成为主要的政策诉求 

环境预期下行，生产经营预期平稳。从发展环境看，企业预期下季度发展环境指数为 59.4

，环比下降 1.8 个点。其中，国外宏观环境预期、国内宏观环境预期和本行业发展环境预期指

数分别为 50.9、51.3 和 51.1,环比分别下降 3.2、3.4 和 2 个点。从生产经营指数看，三季度

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指数为 48.5，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企业盈利、产品订货、流动资金分别小

幅微升 02、0.7、0.2 个点，但企业投资预期仍旧下行，环比下降 1 个点。 

“降税负”、“提效率”、“助创新”成为主要诉求。“降税负” 方面，建议政府建立

规范、公平的税收环境，明确合理的人均税负标准，减轻企业的实际税负负担。“提效率”方

面，建议简化审批制度，提高审批效率，为部分企业办事流程开启绿色通道。“助创新”方面

，建议进一步鼓励企业创新，建立完善鼓励企业增力口研发创新投入的税收优惠、基金支持、

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