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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先生曾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没有活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小企业的状况

如何。”最近 30 年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各发达国家均普遍建立起扶持小企业

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已成为世界性潮流。 
 
    1998 年初，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分流中大量职工再就业问题，我国首次确立扶持中小

企业发展的方针。2002 年 6 月 29 日，我国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把

上述方针上升到法律高度加以落实。2009 年 9 月 19 日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十多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有所改善，但效果并不明显，迄今为止困扰中小企业

发展的政治上不平等、融资难、税费重等老问题仍然严重存在，这些问题依然严重制约中小

企业活力的发挥，并必将制约我国未来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 
 
    为什么我国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措施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对于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我国仍然停留在制定方针政策的层面上，没有注重设计和形成一整套适合中小企业

特点的，有利于中小企业创业、成长、发展的制度安排。政策一般是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

象的特定措施，带有暂时性、过渡性，还存在执行力不足、难以落实到位等问题。制度安排

则不同，具有确定性、规范性、强制性、稳定性。 
 
    美国的创新能力特别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小企业的活力特别强，美国的硅谷就是典

型。而美国的小企业之所以有活力，完全得益于美国早在战后就建立并不断完善的小企业保

障制度。美国有超过 2300 万个小企业，分布于全国各地、各个行业。为了鼓励和发展小企

业，美国建有隶属于总统、相当于政府正部级、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小企业管理局(SBA)，
它在全美 50 个州中设有 96 个分支机构，负责小企业担保体系运行和保证小企业获得政府采

购。SBA 还拥有 1000 个小企业发展中心、17 个出口援助中心、39 个企业信息中心、13 个“一
站资本店”(One-StopcapitalShop)1.3 万个退休经理自愿服务团，为各类小企业提供服务；美

国建有由小企业管理局-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紧密合作的专为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信用保

障体系，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如法律规定联邦政府采购中必需保证小企业获得 23%的份

额)，为小企业的创业、成长、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就这一意义上说，硅谷

只能产生于美国，别国很难加以复制、移植。由此不难发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中小企

业发展好坏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适合中小企业特点、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安排。 
 
    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保

障制度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把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目标。 
 
    (二)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要建立类似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日本中小企业厅这样的专门

政府机构，专司中小企业创业扶持、信用担保以及其他各种支援服务。 
 
    (三)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体系。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典型的政府失灵和

市场失灵叠加的产物。政府失灵：中小企业天生的弱点是资金微薄、资信不足，特别需要政

府扶持，但恰恰政府没有顾及；市场失灵：由于商业银行包括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营利属性以

及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商业银行不可能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

贷款，指望商业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各种民间担保公司、民营小

额贷款公司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也是勉为其难，因为它们也是商业性、营利性机构。克服中小

企业融资难，必须从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方面采取措施：设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政

策性银行(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政策银行、公库、基金)，专门负责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或

负责信用担保，以克服市场失灵；建立由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市场

-民间中介机构紧密合作的融资体系和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以弥补政府失灵。 
 
    (四)建立中小企业互助的制度和机制。为了开拓市场、技术开发、降低成本，西方各国鼓

励引导小企业建立各种互助性的合作社组织并由相关法律保护，日本还创造了新的合作模式

即各种“协同组合”，并制定了协同组合法。但在我国这种组织几乎没有，应该结合我国的特

点引导中小企业开展在国内外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生产设备方面建立

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和机制。 
 
    (五)赋予工商联和同业公会(协会)更多的经济职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由于中小

企业具有“搭便车”的特性，一般的行业协会对中小企业的帮助甚小，需要有类似于法国和德

国的工商会，日本的商工会会所那样的，具有公法人性质的商会组织来担任这一职责。工商

联最适合于承担这一职能，但必须由统战性为主转为经济性为主。 
 
    (六)完善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要及时修改《中小企业促进法》，继续制定各种

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如《中小企业投资法》、《中小企业融资法》、《中小企业贷款

法》、《中小企业创新法》等，并修改其他相关法律，补充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

条文，如政府采购办法中明确规定中小企业的份额等。 
 
    我们迫切希望能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突破性进展，争取用 10 年时间将中小企业保障促进

制度建立起来，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有一个新的大发展，使整个经济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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