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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上海企业景气指数高位运行

何 愉

内容提要：2007 年，本市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在较为景气区间运行，企业生产、订单升势不减，盈利增加。

企业景气指数高位运行主要得益于企业的技术进步、竞争能力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等。目前，影响企业景气的主要问题是原

材料价格高企，企业成本居高不下；资金偏紧、融资较难。

2007 年，本市经济在内在供给和外在需求共同作用下，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从景气调查数据来看，企业景气指

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位于 130 至 150 的较为景气区间运行（见图 1）。其中，二季度企业景气指数达连续 13 季以来的最高值

148.9，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也达连续 13 季以来的最高值 142.6。

一、企业景气指数高位运行

2007 年，本市企业景气指数在最低 135.9、最高 148.9 的区间高位运行，四个季度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分行业来看，2007 年，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企业景气指数曾达 150 以上的较强景

气区间。其中，工业二季度达历史最高值 151.8；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各季均在 140 以上区间平稳运行；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二季

度达 13 季以来的最高值 156.6；批发和零售业三季度达 14 季以来的最高值 154.9；房地产业走势先扬后抑，三季度达 13 季以

来的最高值 154.7（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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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注册类型来看，2007 年，股份有限公司二季度创出历史最高值 173.2，且各季均大幅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外商及港澳台

投资企业均步入 150 以上的较强景气区间；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景气指数也比上年有不同程度提高（见

表 2）。

分规模来看，2007 年，大型企业各季位于较强景气区间运行，且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中型企业运行相对平稳，全年企业

景气指数围绕 130 上下波动；小型企业也逐渐攀升至相对景气区间，四个季度均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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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生产、订单升势不减，盈利增加

2007 年，企业订单、生产总量和盈利景气指数均回升至景气区间并呈现高位徘徊走势（见图 2）。二季度，盈利景气指数达

历史最高值 129.7；三季度，生产景气指数达连续 17 季以来的最高值 131.8，订单景气指数达到近三年最高值 135.9。从三者的

景气指数趋势线来看（见图 3），自 1999 年以来，企业订单、生产、盈利呈现波浪式攀升走势，三指数变动趋势自 2005 年末出

现反转后，均在 2007 年呈现加速攀升态势。

2007 年，在生产景气方面，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生产景气指数均比上年有所提升。其中，工业的生产总量、

建筑业的建筑工程量各季均比上年同期小幅增加 10 点左右，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业务量增幅则在 20 点以上；在产品订货景气

方面，工业的产品订货提高 10 点上下，建筑业工程合同、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业务预定分别上升 7 点左右和 20 点左右；在盈

利景气指数方面，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提升 6至 9点，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则大幅提高 20 点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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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给、需求共同提升企业景气

2007 年，企业景气值不断攀升、企业家信心饱满，其原因可分别从内在的供给增长推动和外在的需求拉动两个方面来解析

（见图 4）。

（一）内在供给增长的推动作用

从内在供给来看，劳动力市场优势、技术进步、竞争力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

1、劳动力市场优势

1999 年以来，本市劳动力需求景气指数显现上升走势（见图 5）。2007 年四季度，劳动力需求景气指数为 116.1，达历史最

高位。而新增劳动力数量增加、素质有所提高正吻合了这种需求。

（1）2007 年，就业劳动群体正值充裕期，其中不乏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受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影响，

2005 至 2020 年，20 岁至 29 岁人数将形成一个高峰；其次，从 2000 年到 2005 年，我国大学扩招了本专科生 1000 万人，目前

正值学成入市之际。

（2）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留学回国人员的创业与就业工作，建立由政府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海外回沪人才工作协

调机制，启动海外回沪人才集聚工程，出台一批落实“海归”人员工作和生活待遇的政策，吸引大量“海归”人员。截至 2007

年末，本市留学回沪人员总量已经超过 7万人，约占全国的 1/4,其中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占 90％以上，主要来自欧美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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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进步

（1）工业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稳步攀升

2006 年至 2007 年初，《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和《实施＜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等有关企业自主创新政策相继出台。调查

显示，已有超过六成的工业企业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2007 年，本市工业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呈现稳步攀升态势，从一季度的 112.4

上升至四季度的 121.8。本市工业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全年均在 130 以上高位运行（见图 6），其中二季度企业家信

心指数达 151.8，创出历史最高点；工业企业盈利指数也达历史最高的 135.1。从对本市企业景气贡献较大的工业企业来看，2007

年，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国内领先的新产品，其中包括高强汽车板、原油储罐用钢板、X120

管线钢、高端钢管系列产品等；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开发“荣威 750”的过程中就研发出 10C 多项技术创新成果。

（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景气指数高位运行

2007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分别在 150 点、140

点左右波动（见图 7）。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0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

网民人数己经达到 2.1 亿人（见图 8）,位居世界第二，比上年同期增加 7300 万人，增长 53.3%，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互

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16%，比上年同期提高 5.5 个百分点（见图 9）。电子商务为银行卡受理、电子支付到电子物流配送等多种

应用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时效性大幅提升。2007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营业收入景气指数呈现稳步攀升态势，

四季度创出连续 28 季以来的新高，达 151.7。



6

3、企业竞争能力指数稳步提升

2007 年，本市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自主创新、引进技术设备、借鉴先进管理运营模式、培育服务体系等多种途径提升竞

争力，多数行业竞争能力景气指数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格局（见表 4）。

（二）外在需求拉动作用

从外在需求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流通和消费结构升级成为三大外在需求拉动要素。

1、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需求

2007 年，围绕长三角区域联动、成功举办世博会、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构建和谐社会，本市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达 67 个。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高于 140（见图 10），延续了自 2003 年以来高位趋稳的运行态势。新增

技术设备能力景气指数四个季度均达 140 以上，建筑工程量景气指数二、三季度均超过 150，分别达 154.1 和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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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要素流动的需求

上海作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同时成为国内外生产要素汇聚的焦点。2007 年，受益于铁路运营能力的大幅提高、道路运输

环境的不断优化、洋山深水港的投入使用、航空运输业的日趋成熟以及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企业景气指数和

企业家信心指数升至高位区（见图 11）。其中，企业家信心指数从一季度的 147.9 稳步攀升至四季度的 163.8；企业景气指数

在后三季度回升至历史高位区运行，分别达 156.6、147 和 154.1。本市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业务量景气指数二季度达 159.9，创

历史最高。

3、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

2007 年，本市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3623 元和 10222 元，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明显增多。与此

同时，居民消费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汽车、通讯、家居等产品成为市场销售热点，节假日消费更为火爆。

2007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销售景气指数在三、四季度分别为 149.5 和 148.1，临近较强景气区间；通讯设备、计算机行业

的销售景气指数在三季度达 162.5，创出 14 季以来的新高；住宿和餐饮业的业务预定达历史最高值 150.4；批发和零售业的商

品销售景气指数位于较为景气区间，比上年同期高出 13.2 点：从旅游客源景气指数来看，一季度达连续 18 季以来的最高值 175。

四、影响企业景气的主要问题

1、原材料价格高企，企业成本居高不下

2007 年，受美元走弱、海湾局势动荡和国际投机资金炒作的影响，每桶原油价格曾几度冲击 100 美元，与年初相比，价格

几乎提高一倍。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和相关石油衍生品价格以及食品类价格上涨使一些企业经营困难。2007 年，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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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费用景气指数来看，本市几大行业均呈现出滞留不景气区间，或不断盘跌的堪忧局面（见表 5）；从企业购进价格景气指

数来看，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购进价格景气指数均位于不景气区间（见图 12）。

2、资金偏紧，融资较难

2007 年，央行六次加息，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宏观调控政策从紧对一些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从流动资金来看，景气

指数各季围绕 120 点小幅波动。分行业看房地产业最为紧张，处在景气临界值附近；建筑业在下半年滑至不景气区间；工业四

季度回落至各季最低。

从融资情况来看，景气指数上半年基本持平，下半年走势先扬后抑，四季度为全年最低 109.8 点。分行业看房地产业亦最

为困难，各季位于相对不景气区间；建筑业也在微弱不景气区间和相对不景气区间徘徊。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四季度均位

于各季最低。

注：景气区间的划分标准为：180 以上为“非常景气”区间，[180,150）为“较强景气”区间，[150,120）为“较为景气”

区间，[120,110）为“相对景气”区间，[110,100）为“微景气”区间，100 为景气临界．获，（100,90]为“微弱不景气”区

间，（90,80]为“相对不景气”区间，（80,50]为“较为不景气”区间，（50,201 为“较重不景气”区间，20 以下为“严重不

景气”区间。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