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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业企业景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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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季度 

项    目 2012年2季度 比上期增减 比上年同期增减 下期预计 

企业家信心指数 131.0 -8.8 -13.6 131.2 

企业景气指数 131.9 -6.0 -6.4 135.1 

分类景气指数         

 服务预定 109.1 2.4 -21.5 111.7 

 竞争能力 147.1 1.9 -1.2 132.7 

 旅游客源情况 128.0 28.0 -25.1 136.0 

 业务收费（服务）价格 101.1 4.3 -10.7 102.9 

 业务量 112.2 2.5 -17.3 115.1 

 营业成本 58.2 -21.1 -2.1 67.9 

 盈利（亏损）变化 84.2 1.7 -29.2 86.3 

 资金情况 113.5 -2.7 -10.5 113.7 

 企业融资 88.0 0.9 -18.6 87.5 

 货款拖欠情况 98.0 -7.2 -13.0 98.9 

 劳动力需求 107.3 -7.0 -6.2 108.7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12.5 8.0 -9.0 112.2 

     企业景气调查统计范围、采集渠道及主要指标解释 

  一、统计范围 

  采用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不等概率抽样调查方式，
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及
其负责人（如厂长、总经理等）中选取样本进行统计。 

  二、采集渠道 



  

  所有选中的单位均按照《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通过统
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上报统计数据。 

  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称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它是根据企业家对本企业
所在国民经济行业当前经济运行态势所作出的定性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变化所
作出的定性预期（通常是指对“乐观”、“不变”和“不乐观”的选择）而
编制的景气指数，用以综合反映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景气状况、发展变化趋
势和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与信心。 

  企业景气指数：也称为企业生产经营综合景气指数，它是根据企业家对
当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所作出的综合定性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变化所作出的综
合定性预期（通常是指对“上升”、“不变”和“下降”的选择）而编制的
景气指数，用以综合反映当前企业生产经营综合景气状况和未来发展变化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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