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28

本期专题——促进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陕西省现有各类中小企业 135 万

户，在解决人员就业、保持社会稳

定、繁荣城乡生活、促进全省经济特

别是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资金困难严重

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融资

难、贷款难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

的瓶颈。近年来，陕西省各级财政部

门不断加大投入，完善财税制度措

施，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和引导功

能，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中小企业，支

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

级，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一）建章立制，不断增加资金

投入。从 2003 年起，陕西省设立了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目前总规

模已达 2 亿元 ；2007 年起又设立了

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每年预算安排

1000 万元。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陕西省财政厅会同

有关部门，分别制定了《陕西省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办

法》等规章，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推动

中小企业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中小

企业产业化、专业化发展。同时，支

持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培训

服务、信用服务、创业服务、管理咨

询服务等业务，保障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

（二）建立联动机制，缓解融资

困难。为鼓励信用担保机构提供融

资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题，省财政通过业务补助、保费补

助、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支持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和再担保机构的发展，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

增强担保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

通过财政贴息、补助等方式鼓励和

支持金融机构积极向中小企业发放

贷款，建立起 财政、金融、担保联

动机制，缓 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

2008 年由省、市财政共同出资 4.17

亿元，成立了陕西省信用再担保公

司，同时，积极协调省再担保公司与

建设银行等 9 家金融机构签订了合

作协议，取得金融机构授信担保额

度 27 亿元。2009 年与5 家担保机构

开展再担保业务合作，签订合同金

额 25 亿元，拉动贷款资金约 80 亿

元。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的

现状，陕西建立了担保机构风险补助

机制，每年安排资金 2000 万元，对

担保机构按照平均担保总额的 1—

1.5% 予以补助 ；对实际发生的代偿

损失限额补偿。同时，根据财力增长

状况，还将逐年加大扶持力度，切实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2010 年，省财政 从中小

企业发展资金中拿出1 亿元，专项用

于支持 20 个县域工业园区建立小额

贷款公司，创新政府投入方式，发挥

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杠杆作用，引导

民间资金在县域工业园区建立一批

小额贷款公司，丰富县域金融市场，

搭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同时，作为试点，从省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中拿出500万元，连同企业

家捐助的 1000 万元资金设立创业扶

持基金，创新支持模式，扶持中小企

业特别是初创期中小企业的成长，推

动全民创业、家庭创业和自主创业。

（三）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作用，推动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新机制。一是坚持市场优先的原则，

凡是可以通过市场融资的，由市场自

行解决，市场难以解决的，由财政

支持解决。财政主要扶持具有发展

潜力但缺乏相应担保或风险性大的

高科技企业。二是把“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不断完

善财政对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鼓

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发放

贷款，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支

持方向、发放企业债券，加大投资

规模。三是出台奖励制度，鼓励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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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企业

上市融资，凡在境内外首发上市的中

小企业，按其融资额，给予 20 万—

40 万元的奖励 ；实现再融资的，按

融资额的 0.2% 给予奖励，最高 40万

元。按照“统一冠名、分别负责、统

一担保、集合发行”的新模式，鼓励

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集合融资

券，财政对融资前期费用给予适当

补贴。通过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实

现了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本市场的

目的，调动了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和发

债的积极性，激发了企业的活力，拓

宽了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四是确定了

36户在技术、产品、市场方面有一定

的基础，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企业，

作为首批重点联系企业进行试点，

通过建立定期跟踪和诊断制度，有

针对性开展专项支持，并提供相关

咨询服务，力争通过 3—5 年的努力，

将其培育成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

强、经济效益增长明显、产业示范带

动作用较大的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

（四）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

和技术创新。一是为减轻社会创业

投资资本的投资风险，激发社会资

本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发挥政府资

金的杠杆放大效应，解决中小科技

企业创业初期的融资难题，促进科

技成果的转化，2009 年设立了省级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初步确定基金

规模为10 亿元，目前已落实 2 亿元。

二是鼓励技术创新，对中小企业从

境外引进高新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升

级给予银行贷款贴息补助。三是综

合利用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创新

的各项资金，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

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着力支持以

企业为龙头、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企

业入园创业，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和市场竞争力。四是整合支持科

技型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和资金，使

支持科研院所的资金向支持企业转

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

结合的创新体系。相关资金尽可能

捆在一起使用，鼓励支持中小企业走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有重点地向有市场、

有效益、带动示范作用大的骨干企

业和龙头企业倾斜，力争做到扶一

个、强一个，带动一个产业。在支持

企业技术创新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省财政厅和省科技厅积极配

合，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审核，做好

推介，2004—2009 年期间，利用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了

1035 个项目。

（ 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 走出

去”，开拓国际市场。在综合运用好

中央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资金、中小

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品牌发展专

项资金的同时，不断增加外经贸发展

资金规模，2009 年全省外经贸发展

资金已达到 5000 万元。同时，省财

政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九条应对措

施，全力保持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

主要是加大对企业研发技改的支持

力度 ；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资

金支持比例在国家规定比例的基础

上再提高 10—20%，同时对企业参

加境内举办的国际性展会给予适当

补助 ；将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

保费平均支持比例提高到 50% ；对

省国际集装箱堆场暂存费进行专项

贴补 ；从省服务业发展资金中安排

4000 万元，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发

展的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服务外包

企业和软件出口企业申请国际认证，

开拓国际市场，扩大离岸出口业务 ；

支持企业境外销售网、服务网、信息

网“三网”建设 ；加大对企业“走出

去”的支持范围，在原有政策基础上

增加支持境外并购、境外矿产资源

开发、境外农业合作开发、对外劳务

合作以及设计咨询企业承揽国际工

程，对企业在境外投资或承包工程

采购本省产品进行补助 ；支持外贸

企业建设自主品牌，提高出口产品附

加值。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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