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中小企业：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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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提出要发展中小企业

发展中小企业的问题，是在考虑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如何分流时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

段，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有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

下岗，造成社会矛盾。学者专家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发

现，单就国有企业谈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是谈不清

楚的。根本就在于新的就业岗位不够，如果不能创造

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这个问题很难获得解决。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大量创

造新的工作岗位。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根据全国工

商联的统计，在1 000万下岗职工中，找到工作的有

600万人，其中，有330 万人在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中

就业。这个成绩是在我们没有自觉采取政策措施扶植

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如果采取进一步的措

施，还能吸收更多的人就业。

但是，发展中小企业的意义，远不止解决下岗职

工分流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认识到，

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保持经济活力、提高效益、促进创

造发明、提高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一句话

来概括二战以后的观念，即“中小企业是主要的创新

力量”。这同 19 世纪及 20 世纪上半期“大就是好”

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

克服发展的障碍

（一）把十五大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落实

到具体工作中去，形成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

系。中共十五大提出，要按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

构，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都可以而且应

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许多人在原则上拥护十五大

的方针，但是由于思想惯性的存在，一遇到具体问

题，过去那种“国有经济入正册、集体经济入副册、

非公有经济入另册”，给非国有特别是非公有企业歧

视性待遇的做法往往又旧调重弹。例如，非国有经济

在国民经济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国民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90 年代已逾六成。而在国有银行

的新增贷款中，非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却不足三成。中

国的中小企业至今尚无法与资本市场结缘。在放贷

时，基层普遍存在对小企业放款的思想乃至心理障

碍。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十五大的方针必须不折

不扣地贯彻。

（二）继续贯彻执行 “放小”的方针，在中小企

业中确立有效的企业制度。应该说，国有小企业同国

有大企业相比在改革上走得快一些，目前改制面达到

了 80% ，其中一部分已经建立起有效率的企业制度。

总的情况看来是比较好的，有些地方出了一些偏差，

主要是个别手中有权的人利用职权侵吞公共财产，对

职工不但不给予补偿反而要他们交钱，造成了比较大

的社会反响。前一段时间，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

施，批评了这种倾向。但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

有些地方对中小企业的改革力度不够了。不过在去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申了“放小”的方针，

经贸委也正在拟定划清政策界限的文件，希望进一步

将这项工作做好。有些工作，例如民办企业的“红帽

子”问题，一大批校办院办所办企业创业者和骨干成

员持股问题等等，都不宜久拖。产权明晰以后，还有

一个内部组织优化的问题，也需要帮助企业加以解

决。

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

（一）解决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去年人民银

行发布改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的通知以来，陆续

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但是目前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第一，

融资渠道有待开辟。第二，对金融机构建立安全性和

盈利性的对称激励，调动它们放贷的积极性。第三，

发展适合于中小企业的金融组织，在对信用社等小型

的金融组织进行整顿时，要防止“一刀切”的做法，

保护和发展那些适合于中小企业需要的小型金融机

构。第四，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分散和控制

风险。

（二）整顿市场秩序。目前我国市场交易规则缺

乏，秩序混乱。信用不足，诈骗行为泛滥。地方和行

业保护主义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中小企业正常经营遇到很大的困难。必须在确立竞争

规则上下大力气，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明显的改

善。

（三）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目前企业要应

对的税费太多，各种行政机构八方伸手，层层加码，

企业不堪重负。为了给中小企业经营创造一个较为宽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松的环境和涵养税源，必须厉行各种行政部门的改

革，端正它们的行为。

（四）改善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对中小企业的社

会化服务。企业只有老板而无 “上级”。一切与中小

企业有关的组织，其基本职能都是为企业提供服务

的。

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

（一）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许多中小企业在发

展初期的经营战略是成功的，例如在群众基本生活需

要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发挥自己“船小好掉头”的优

势，用低价成品占领市场。但是，这种发展战略适合

于国有经济仍占优势的卖方市场条件；现在情况变

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企业的路就会

越走越窄，甚至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的中小

企业一定要避免同一行业的许许多多企业挤在同一个

市场里，要做到 “小而专”，“小而特”，以具有特点

的产品为自己开辟市场。

（二）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另一个制约中小企业

发展的因素是现在的企业体制和组织制度不能适应新

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有些企业家和基层领导同志

对企业组织形式的认识似乎有个误区，就是认为所有

的企业都要向现代大企业升级。其实合适的企业制度

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

阶段和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各有适合于自己情况的企

业制度，而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模式。所谓现代企业

制度，是专指现代经济中的一种企业制度，就是现代

公司。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

行一种说法，以为所有的企业都要向现代公司的方向

发展。这种认识是不确切的。我们知道，现代公司是

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其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

的分离，主要的经营者往往并不是股东，即使是股

东，也不是大股东。在学术界，人们把现代企业制度

定义为由支薪水的经理人员经营管理的多部门公司。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搞成现

代公司的。一般说来，它只适合于采用所谓“福特生

产方式”的大规模工商业。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观

念：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是否优越，就看它能不能够降

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过去开创时期那种

作坊式的制造业组织，显然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市场形

势，需要及时加以改变。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组织

形式，还是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由它们自行决

定。

关于企业制度，还有另一种认识误区，就是把

“集团”看作公司制的高级形式，稍大一点的企业都

要力争使自己成为集团公司。中国的 “集团公司”既

不是具有产权集中的特点的公司，也跟英国式的由母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集团公司或日本式的松散联合的企

业集团不一样。中国式的集团公司是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的特殊产物。租地小农户充斥的中国历来缺乏所谓

“法人文化”，不善于运用有严密规章制度的科层组织

去组织大生产。在中国，大型组织通常采取多级化的

形式，靠把产权切块，每一级给一份产权实行 “分

封”的办法来维系。改革中出现的企业承包制，后来

的企业集团和当前的集团公司都有这种特点。集团公

司采取所谓“多级法人制”，违反了现代民法的一些

基本理念：所谓“法人”是指具有和自然人相同的民

事能力和民事责任的团体；而这里的 “自然人”，又

是指的具有所谓自然权力的独立个人。可是在多级法

人制下，“二级法人”、“三级法人”并不具有完全独

立的权利。“多级法人制”的好处，据说是可以靠这

种财产安排来“调动”各成员企业的积极性。但在事

实上，它往往像中国旧时没有分家的大家庭允许各

“房”设立自己的小金库，有自己的“私房钱”那样，

造成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现代经济理论所说的

“激励不兼容”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设计激励体系

时必须考虑激励的兼容性问题。这就是说，即要调动

下级组织或个人的积极性，但又要保证调动起来的积

极性符合上级组织的目标，否则就会“调动”起积极

性来挖自己的墙角。这种分级、多级法人制违反了企

业组织学基本原则。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不完全合同

理论）的说法，凡是缔约各方应负的责任在合同上能

写得清楚的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缔约企业之间的平

等交易来实现。这样做，最能调动缔约各方的积极性

来完成互补的活动。而对于各方应负的责任在合同上

写不清楚的事情，只适于放到企业内部来，在一个行

政权威的指挥和管理下来完成。否则的话，就会发生

独立的产权所有者之间相互侵权，相互要挟，无穷无

尽的扯皮、摩擦等问题，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多级

法人制就是容易在这里出问题。

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集团公司的形式把

许多个体户联合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进步。但是把

多级法人制固化为一种制度，它的消极面就可能愈来

愈突出。总之，不宜普遍推广多级法人制的集团公司

这种企业组织形式。

（《经济日报》199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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