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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微经济经过近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总量、税收、

就业乃至创新中的主力。但是，伴随粗放式发展，我国中小微企业

存在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数量过多、过度拥挤竞争、盈利能力

差、议价能力差、平均创新度不高、附加值低、管理不规范，这导

致我国小企业平均寿命较短。并且，由于中小微企业信息收集困难、

风险较大，融资难等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建议国家仍然应该坚持扶

持策略，但要设置适当的标准，并且通过平台建设努力提高中小微

企业内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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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中小微企业发展重要性与取得成绩 

当前世界经济又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经济的攻坚克难毫无疑

问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全面凸显起来。

稳增长、稳就业，核心在于稳定小微企业。同时，我国整个新动能的

转换，不仅仅体现在大型企业的升级，更重要体现在占中国经济

GDP60%以上，税收占 50%以上的中小企业升级换代，体现在它的技

术、管理模式、企业家精神更新之上。 

从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指出中小企业的关键

问题和解决方法以来，国家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已经上升到一个新台

阶。这些支持到底怎么样，以及在当下之际是否需要一些新举措，这

需要我们对整个中国的小微经济状况有一个总体画像。 

目前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不同国家不一样，不同发展阶段

也不一样。对比我国和世界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划分的标准，可以看到

我国定义的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规模比世界银行标准高近二倍。这

可能产生一定国际比较问题，比如很多机构说支持小微经济的规模很

大，但是可能它的支持力度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最顶端部分。如果把

小微标准适度往下压，这个问题就会出来。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衡

量我国对小微支持力度可能就不像报道中那么大。 

按照我国标准，目前中小微企业已经成为经济主力。截至 2018

年末，全国中小企业超过了 3900 万户，微型企业超过 7000 万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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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微型企业实际上包含了个体户和农村合作社。即全国的市场主体到

2018 年达到了 1.1 亿，数量巨大。中小微企业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

达到了 99.6%，产出 60%以上的 GDP，50%以上的税收，80%的就业

岗位。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小微活，就业稳，经济就

活，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在这些数据里面。 

同时，中小微企业完成了 65%的发明专利和 80%以上的新的产品

研发。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新动能的成长中间起到最为微观基础性

的作用。中小微企业发展取得这些成绩，很重要原因是这些年的政策

扶植，特别是 2014 年双创政策。类似扶植也可以在去年出台的一系

列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上看到，主要政策落脚点在中小微企业身上。这

些企业在政策的促进下面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我国的市场主体

同比增速在 2013 年只有 1.7%，但是 2014 年就达到了 25.3%。到 2018

年同样达到了 18%的速度。中小微企业发展对稳定经济增速起到了显

著作用。2014 年相比 2013 年，实际 GDP 增速提升了 1.2 个百分点。

中小微经济的作用从就业上面体现更明显，从国际金融危机后，GDP

增长速度从 11.3%一直下滑到目前 6.4%，但调查结果显示失业率稳定

在 5%左右，每年新增城镇水平稳定在 1300 万左右这样一个规模。这

背后原因在于每天近 1.8 万户的新企业成长托起了整个就业市场。这

两年里，中国经济经受了世界经济放缓、中美贸易冲突以及内部攻坚

克难三重压力，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塌下来，反而

依然保持了健康的活力。它的韧劲和弹性，主要不仅体现在我们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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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新经济上面，同时还体现在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上。 

二、中小微经济发展问题 

虽然中小微企业在近年高速成长，对就业、新动能、增长起到支

撑作用，展现了以放管服、双创战略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的良好效果，

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着较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小微企业数量过多。从 2012-2018 年复合增长

率 12.5%，绝对数量超过 1 亿。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统计中，各国中

小微企业占企业平均总数 91.43%，每千人拥有的中小微企业平均数量

为 35.75 个。而我国目前每千人拥有的中小微企业数量是 76.9 家，高

出国际水平差不多一倍。我国中小微企业密度也超过了 99%，超过世

界平均水平 8%。 

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过多，一个原因可能是统计问题。虽然号称

1 亿小微企业，但估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僵尸企业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在大量放管服过程中，各个地方都在进行锦标赛，

各个地方都在放。对很多企业一些基本的标准，一些技术标准、环境

标准等在局部一些区域都放开了。这导致企业没有设立一个真正的信

号显示机制。这也导致了上面说的数量过多的问题，中小微企业竞争

激烈，大部分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或者超饱和竞争状态。根据一些调

查数据，有 30.85%的小微企业与竞争对手在 50 米之内，有 72.43%小

微企业与竞争对手的距离在一千米之内。低门槛高竞争导致我国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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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平均寿命是 3 年，而美国是 8 年，日本是 12 年。 

第三个问题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体现在几方面：一是盈利能力不

高，应对要素成本上升能力弱。一些大型企业赊购欠款，所欠款的对

象多是小微型企业，这反映小微企业议价能力弱。近年一些原材料价

格如能源价格一直在降价，但由于上游企业大部分是议价能力很强的

大企业，原材料价格下降的红利根本没有传递到小微企业。二是平均

创新也比较弱。根据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商学院 2017 年的调查，有超

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同时根据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 2015 年数据，90%小微企业无创新活动。不可否认，目前全

国一些高技术园区、产业园区孕育了一些科技型小微企业，受到很多

VC、PC 青睐，获得大量资金支持，成长也非常快，但大部分中小微

企业创新能力弱。三是产品附加值低。根据产业链分布，在附加值高

的领域中小微企业比例偏小。四是管理不规范。根据调查，很多最终

出现跑路现象的中小企业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个是主营业务没有坚

守，企业家精神没有突出；第二是企业的管理和治理非常紊乱，基本

没有风险控制能力。五是我国中等企业偏少，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困难。

目前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有一组数据，微型企业与小型企业数量比是

1.95：1，而小企业与中型企业数量比为 13.75：1，也就是说 13 个小

企业里面孕育一个中型企业。中国中型企业在企业数量中占比在整个

世界范围内偏弱。大量的小微企业没有脱颖而出，成长为中型企业。

在发展经济学里面称之为“消失的中等企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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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近年商

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有所下降，很多中小微企业认为融资问题

仍然是其面对的困难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世界性的问题，

可能只能缓解它，很难彻底解决它。 

第五个问题是政策落实需要加强。国家目前对小微企业进行了定

向的优惠政策和一些普惠的优惠政策，并且从近期开始又发布新一轮

优惠政策，特别是从今年四到五月，税费进行全面减免。但调查发现，

63%的小微企业没有听说过上述任何税费优惠政策。对政策了解不够

不仅与政策宣传不到位有关，也与小微企业主基本经营素养有关。 

第六个问题是小微经济信息收集困难。小微企业对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了解程度就很少，其他的信息收集也很困难。目前学术界某机构

尝试进行一些追踪调查，但一年失联的企业占到 40%。另一机构调查

发现小微企业死亡率很高，每年有 16.7%的小微企业死亡。银行间信

息也难以共享，需要更多数据平台支撑。 

总之，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系列政策扶持使中国小微经济出现了蓬

勃发展之势，取得了稳就业、促转型效果。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如小

微企业发展质量不高、竞争过度、附加值低、管理不规范、寿命较短、

信息收集困难、风险较大、融资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对中小微经济发展的建议 

随着目前经济下滑压力加剧，要想稳经济，很重要就是要稳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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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经济。要使小微经济在目前的状况有稳定的预期，有充足的信心，

同时也要在现有的一些政策上面进一步进行拓展支持，全面推动中小

微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此建议： 

第一，在营商环境还不是足够好的条件下，政府依然要发挥它在

促进公平竞争上的主体性作用，解决不公平竞争和过度竞争。 

第二，在如何扶持中小微企业上需要统一认识，寻找真正限制其

发展因素。目前通过对政府调查和对企业调查，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

理解。从政府视角看，影响小微企业发展的因素是政府服务不到位、

融资难、产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匮乏、成本较高这些因素。而从企业

的角度认为政府不是服务不到位，而是政策不稳定，特别是过去这些

年里对于国有和民营之间的争论大家还心有余悸。同时竞争剧烈、成

本高、融资难、人才匮乏等也是影响因素。可见，从政府和企业不同

视角理解有一定不同，需要首先达成一致。 

第三，除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持法律持续性，还应改善供给

侧结构。根据笔者对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区的调研，他们一些新做

法可以借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为小微企业构建相应的支持平台，

包括大数据、金融平台、创新平台、帮扶平台等。如果政府想点对点

的对小微企业支持，由于有一亿多小微企业，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管理成本无穷大。因此平台化、体系化支持就非常重要。第二是产业

集群化，构建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也就是说必须要梳理出大中小微

企业生态链，使他们的比重相对合理。很多地方以产业集群打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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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极。在这样一个集群里面，一些小微企业与中型企业、大型企

业对接，一种企业生态得到很好的改善。另外，虽然近年在高新技术

制造业领域出现了很多小微企业，但还不够，在占比中间并没有很好

的提升。对于小企业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进行专门的支持要加大力

度。 

第四，必须从治理体系、管理体系、企业家精神培育上来加大对

于中小微企业促进、扶持。我们一想到中小微企业首先想到的是技术

和资金，而没有从它的内在的动力和配置能力来进行提升，一定要在

小企业的孵化、培育过程中下功夫。大家看到目前很多风险投资，对

于一些小企业的这种手把手的一种扶持，很重要就是要建立它良好的

股权结构，良好的管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现代

的小微企业才能够走出来，并健康壮大。 

第五，放管服要进一步深化。当前的“放管服”主要体现在“放”

上面，“服”和“管”不足。不能放得过度以至于没有门槛，需要加

大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门槛。我们要去掉的门槛是一种

行政管控的不必要的门槛，但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技术性的门槛，同时

针对这些门槛所需能力提高进行平台化服务。 

相信在国家目前政策支持导向下，结合以上策略，能够进一步为

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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