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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中小企业科学发展
 文 本刊评论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占到企业总数的99%以上，

贡献着60%的GDP与50％的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央财政高度重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内容丰富、支持领域广泛，尤其是为缓解国际金融

危机对中小企业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49.9亿元，较上年增

长75％；2009年增至108.9 亿元，较上年增长121.8%。同时，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

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也将覆盖中小企业。中央财政频频发力，从多方面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宽松的发展环

境，大量中小企业从中获益。

中小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往往受到资金困扰。为此，中央财政专门安排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化解资金难题。截至2009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中小企业担保资金 60.38亿

元，其中2009年安排 40亿元。从 2006年起，还实施了一系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鼓励政策。在资金和政策

的激励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快速发展，担保业务规模显著增长，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支持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创新基金，鼓励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促进科技

成果产业化。同时，配合以税收优惠、完善企业自主创新激励分配制度等政策，激发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转

型升级的热情和潜能。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得

以建立健全，赋予中小企业新的增长引擎。截至2009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20297项，

一大批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迎来蓬勃生机。此外，中央财政还在促进节能减排、结构调整、专业化发展、与

大企业协作配套、减轻行政事业性收费负担、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加快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对中小企

业予以扶持。如今，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已遍布我国各行各业，并从分散经营开始向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

集中，极大地活跃了经济，繁荣了市场。

然而，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层次不高、总体素质较低、增长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

不容忽视。中央财政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引导更多的中小企业走上技术创新之路，从而转变发展方

式，增强发展后劲，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

励补助等多种方式，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开发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研制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引导中小企业按照重点

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进行技术改造；促进重点节能减排技术和高

效节能环保产品、设备在中小企业的推广应用；鼓励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建立稳

定的供应、生产、销售等协作关系；推动中小企业向生产性服务领域和新兴领域拓展，扩大就业渠道，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引导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支持培育一批重点示范产业集群，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

二是更加全面地掌握政策需求，不断完善政策内容。中小企业数量庞大、种类繁杂，情况各不相同、问题千

差万别，必须区分不同行业、发展阶段和所处地域等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深入分析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普遍问

题和突出矛盾，准确掌握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政策需求，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合理界定政策实施范围，

着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创新性强、有市场潜力、管理规范的中小企业发展，以体现政策导向。加强政策之

间的协同与配合，避免政策缺位和相互重叠，充分发挥资金、税收、政府采购、财务管理等财政工具的特点和优

势，提高政策实效。鼓励东部地区中小企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联营等多种形式，加强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

的合作，实现产业有序转移。

三是积极改进和创新支持方式。紧扣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实际需求，综合运用并创造多种支持手段，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和政策的杠杆作用，更加广泛地引导包括创业投资、商业贷款、资本市场在内的各种社会资

金，有效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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