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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新经济指数？ 

• 经济的转型 

• 传统统计方法的缺陷 

• 大数据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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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业 

房地产业 

金融业 

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建筑业 

农林牧渔业 

工业 

GDP贡献率51% 
 

GDP贡献率28% 



传统经济监测 
 

固定抽样框，经营数据 

 
大数据经济监测 

 
 

不固定抽样框，行为数据 
 
 
 
 
 
 
 
 
 
 
 
 
 
 



新经济指数背后的逻辑 

• 全量数据与抽样数据的取舍 

• 大数据约束下的指数形态 

• 新经济指数的定位 

• 指数的可比性 

 

 

 

深入性 

全面性 

及时性 

统计年鉴 

个别变量 

公开信息 
小规模微观调查 

（如CFPS） 

大规模微观调查 

（如人口普查、经
济普查） 

网络大数据 

实时微观 

调查数据 



新经济指数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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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局制造业PMI 新经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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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指数的应用 

• 经济前瞻 

• 政府决策 

• 底层数据的专题性研究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2016年6月 2016年5月 2016年4月 2016年3月 2016年2月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北京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重庆 成都 成都 广州 广州 广州 广州 

成都 重庆 广州 成都 成都 成都 成都 

广州 广州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重庆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南京 南京 南京 

长沙 南京 南京 南京 天津 宁波 宁波 

南京 长沙 武汉 宁波 宁波 天津 苏州 

厦门 厦门 宁波 武汉 厦门 厦门 厦门 

合肥 武汉 厦门 厦门 武汉 苏州 天津 

苏州 合肥 苏州 福州 苏州 武汉 武汉 

武汉 苏州 长沙 苏州 济南 济南 东莞 

福州 福州 福州 济南 福州 东莞 济南 

西安 宁波 济南 东莞 东莞 福州 福州 

东莞 济南 合肥 长沙 珠海 珠海 珠海 

济南 西安 东莞 珠海 合肥 西安 合肥 

宁波 东莞 西安 合肥 西安 合肥 中山 

中山 中山 珠海 西安 长沙 中山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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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特定关键词的新增公司
注册占比 

2015年8月 2016年3月 比值 

投资 5.7% 11.5% 202.7% 

设备 1.4% 1.5% 106.8% 

餐饮 2.0% 2.0% 101.3% 

生物 1.3% 1.3% 100.3% 

汽车 1.7% 1.7% 100.2% 

装饰 2.4% 2.3% 97.6% 

文化 5.3% 5.1% 96.7% 

地产 1.2% 1.1% 94.9% 

工程 2.1% 2.0% 94.0% 

商贸 2.2% 2.1% 93.5% 

贸易 8.1% 7.4% 91.9% 

信息 3.6% 3.2% 88.2% 

电子商务 4.7% 3.7% 78.9% 

设计 2.2% 1.7% 75.8% 

教育 2.3% 1.5% 66.8% 

NEI量化区域经济--区域新增公司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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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洞察行业机会--劳动报酬变化反映行业景气程度 
 

带有关键词 2015年8月工资 2016年2月工资 
2016年2月工资
/2015年8月工资 

钢铁 7,928.81  6,141.84  77.50% 

机器人 7,463.58  7,253.24  97.20% 

贷 8,571.65  8,580.78  100.10% 

汽车 6,399.63  6,438.37  100.60% 

计算机 7,649.46  7,706.82  100.70% 

煤炭 5,470.33  5,526.98  101.00% 

银行 10,155.69  10,368.15  102.10% 

传媒 6,389.81  6,614.89  103.50% 

数据 8,377.04  8,751.23  104.50% 

地产 7,750.25  8,104.95  104.60% 

所有企业 6,863.93  7,288.85  106.20% 

教育 6,388.75  6,788.67  106.30% 

医疗 6,353.37  6,761.90  106.40% 

资产 8,755.26  9,321.94  106.50% 

网络 7,695.03  8,262.70  107.40% 

研究 6,755.51  7,452.80  110.30% 

金融 9,130.53  10,116.33  110.80% 

新能源 6,023.34  6,935.09  115.10% 



上海人口净流入 D字头 G字头 K字头 T字头 

2016-6-10 4465 20227 4417 -3661 

2016-6-11 10214 61649 -3017 -1278 

2016-6-12 9586 57284 -8930 -1265 

2016-6-13 9003 26099 -8235 -1476 

2016-6-14 7421 8621 -1870 -853 

2016-6-15 5205 721 -1734 -1281 

2016-6-16 3577 -4545 -5686 -2486 

2016-6-17 5277 -9502 -9322 -2763 

2016-6-18 410 -13944 -11982 -2829 

2016-6-19 6959 25574 -16578 -2726 

10天总和 62117 172184 -62937 -6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