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E-mail：qiyepinglun@163.com 校对：燕玉 美编：符萍

重点

本报记者 蒋皓

———访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许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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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近期在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提出六大举措为小微企业“松

绑”， 实施效果如何？ 在市场浮沉中，

怎样让小微企业生下来、 活下去、活

得好，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此，《中国企业报》 记者独家专

访了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许科

敏，他表示，在企业高风险、高失败率

的创业初期，政府应有一定的基金引

导。

新政减负效果佳

《中国企业报》：这六大惠及小微

企业的举措出台，有着怎样的政策背

景？

许科敏：按照我的理解，主要还

是从宏观上来把握。 李克强总理在十

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搞了一些小微

企业调查， 表示该放开的要放开，该

管住的要管住，该帮忙的要帮忙。 根

据他的这个要求，9 月 17 日国务院召

开了常务会议。

国务院的领导小组有 18 个部门

参加，各部门形成合力。 工作难点在

于， 怎么把国务院这些决定贯彻落

实下来， 这个是需要各个部门通力

合作的。

《中国企业报》： 目前看实施效果

如何？

许科敏： 从全国各地反馈看效果

还是不错的。 例如，山东潍坊有 2446

户小微企业受益了减免税费这个政

策， 辽宁大连月销售额 2 万—3 万的

小微企业大概有 4352 户， 减负了有

450 万元。

全国的小微企业， 月销售额 2

万—3 万这个区间的，大概有多少户？

以前 2 万元以下的时候， 税务总局当

时做过一个测算，说是 600 万户。现在

提升到 3 万元， 目前还没有给我们这

方面的数据。 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以

来， 新增了多少户？ 工商总局说的是

600 万户， 这 600 万户是所有的市场

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合作组织

等，其中企业是 160 万户。

四个省抵二十个省

《中国企业报》：我国的中小微企

业整体是个什么样的格局？ 如何看小

微企业数量多、死得快的现状？

许科敏： 我们有四个“小微”大

省———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 这四

个省加起来的中小企业的数量，或者

说创造的产值占全国的将近一半，达

40%， 四个省抵其他二十多个省。 其

中，浙江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中小微

企业在全国的数量名列前茅。

以浙江为例， 这么大的基数里产

生出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企业不奇

怪，这么大的基数里面倒掉一些也绝

对不奇怪。 但最后能活下来、活得好

的，肯定是“专精特新”型的。 这是根

据国际的一些经验和国内实践总结

出来的一个提法，德国叫做“隐形冠

军”，日本叫做“立即企业”。

《中国企业报》： 如何让它们生下

来、活下去、活得好？

许科敏： 我们大多数中小企业基

本上还是要专注在一定的领域里面，

在细分的行业里面， 能够占有领先地

位， 立于不败之地。 像德国很多企业

做得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产品做得非

常好。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招鲜”，作

为小企业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独门绝

活。

还以浙江为例， 前段时间老板跳

楼的、 跑路的频发什么原因？ 盲目扩

张，盲目投资，赚到了第一桶金就膨胀

了， 一头扎进自己不熟悉的行业被

“呛”死了。还有一些企业，经济形势好

的时候从银行贷款， 形势一缩紧就没

办法了，只能去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

的。 一些企业开始靠模仿做起来的，

挣了点钱后，不懂技术创新，慢慢地就

被淘汰了。 很多家族企业，“老婆是财

务，闺女是厂长”， 不懂管理，不懂引

进职业经理人，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还有投资理念， 我见到很多企业

家生意越做越狭隘什么原因？ 产品很

好，也有人愿意投资，但他怕分利润拒

绝投资，认为现在虽然资金困难，但靠

贷款挺一下也就过去了， 但与他竞争

的同类企业得到投资后迅速壮大，最

终把他甩掉、打垮，这就是“不进则退”

的道理。

互联网“小贷”

盘活濒死微企

《中国企业报》：融资难、融资贵

始终是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

否有解决的好办法？

许科敏：我看微信上说，阿里上市

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金融界的

悲哀，当时马云也是没有办法才找的

孙正义投资。 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

金融企业能早点发现他的投资价值？

企业早期是要投入的， 也就是刚

一诞生就要往里投，不能看长势明显

非常好了才投，而我们很多都是眼睛

盯着投的那种。

银行作为企业要追求利益最大

化，光有行政命令是不行的。 例如，有

大企业一贷 10 个亿， 那么，100 个小

的 100 万企业贷款，干嘛银行还做呢？

并且，小企业每一户都要进行风险评

估，而大企业不需要。 现在搞民营银

行会有意地增加竞争性。

给小企业贷款风险确实比较高，

没有抵押物，跟大企业比，管理也乱，

财务各种报表都不全，客观上难具备

贷款的条件。 也不是说所有企业都要

给它贷款， 一些企业都快倒闭了，严

重亏损了，怎么给它钱？ 给了就是明

摆着回不来的嘛。 但是，那些有市场、

有效益、管理规范的企业，我们认为

应该拿到贷款。 关键就是它们没有拿

到。

目前比较火的阿里、 京东的“小

贷”，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要抵

押”，这一点对小微企业是最有利的。

一般的银行贷款需要担保公司去担

保，但它们就都不要了，所以成本费

用就很低，而且特别快。 随时在，随时

贷。 而且不是人工审核，都是计算机

自动审核的，利用大数据自动评定你

的信用给你贷款，所以速度特别快。

有的企业进一批货非常需要钱，

但是卖完货物以后马上就还了，下次

进货还可以用，所以非常灵活。 看利

息实际上比银行还要高，但是综合算

起来绝对比银行合算，因为银行贷给

你以后， 不可能马上要就马上给，而

且也不可能说贷来以后马上就要还，

至少要贷 1—2 个月。 所以说，互联网

金融的蓬勃兴起对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很有效果。

小微企业的“生之艰活之幸”

（上接第一版）

小微企业的减税账本

此次新政策规定， 在现行对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

的基础上，从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底，将月销售额 2 万—3

万元的也纳入暂免征税范围。

“这次是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优惠了。 ”某药企负责人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我们公司是微利企业，人员工资高、

各种费用大、竞争压力大、生存比较困难，大概估算了下，上

半年前两个季度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有六七千元。 ”

但也有企业主表示：“国家给的优惠不是特别实惠，力

度比较小，感觉不太解渴，中间办着麻烦，所以也就没来申

请。 ”

目前,江苏省南京市小型微型企业共 29.26 万户,占南京

市国税局正常营业管户的 96%,其中个体工商户有 12.62 万

户,集中在秦淮、鼓楼、玄武等主城区,主要从事批发零售、商

业服务等行业。 今年以来, 江苏南京市免税 9.4 亿元, 涉及

60.48 万户次小微企业纳税人。

大连市国税局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 月销售额在 2

万—3 万元之间的小微企业为 4352 户， 新政实施后这部分

纳税人预计每年减轻税收负担约 450 万元。 该市国税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一个小微企业月销售额为 2.9 万元， 按照

3%的征收率计算， 需缴纳增值税 870 元， 年缴纳增值税

10440 元。 对于利润微薄的小微企业而言，1 万元的税款也

是宝贵的一笔资金。 ”

“企业生生死死很正常”

简政放权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直接推动了新注册企业

“井喷式”的增长。 但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3 年以内倒闭的

企业在 50%以上，现在注册的企业 3 年后只能存活 50%。

“如果一家企业 1 个月销售额才 2 万元的话，它根本生

存不了。 ”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许科敏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解释说，“企业生生死死很正常， 此时此刻就有大批的

企业在倒闭，但同时有更多的企业在诞生出来，这也是市场

竞争的一个客观规律。 总体上说，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国

家给的政策都是辅助性的。 ”

“这次改革举措的确挺大的，搞得比较活。 ”许科敏说，

“上次我们和工商总局一块调研的时候，他们说还真有人拿

一块钱注册，就是来试试是不是真的，那他们也给注册了。 ”

新设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3 月至 8 月，全国

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659.59 万户，其中企业 192.7 万户，同

比增长 61%。 这些“雨后春笋”们，被李克强总理称赞为“最

新的市场创业力量”。 而“幼笋”能否在市场的阳光雨露中长

成郁郁葱葱的翠竹，人们拭目以待。

要让小微企业生下来、活下去、活得好。 9 月 17 日，李

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上，从简政放权力度、税收支持、融资

支持、财政支持等方面提出六大举措惠及小微企业。“这些

新增市场主体有相当大的热情, 决不能因为政策不合理、改

革不到位,让他们失望、绝望。 ”李克强总理的殷殷嘱咐给了

创业者希望。

减税过后更要增加融资渠道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些措施很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目前存

在‘金融压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市场的旺盛需

求。 不仅低收入者得不到贷款，中小型企业融资都很难。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今年 7 月 25 日在济南，李克强总理

与 10 位改革后新注册的小微企业主的对话。 80 分钟的座

谈，总理开门见山地发问：你们需要政府解决什么问题？

“融资难”是每位创业者共同遇到的问题。 一位创业大

学生向总理“吐苦水”,公司刚注册,还没开始营业,银行觉得

公司“没钱”,“不敢放贷款”；等到公司有生意了,银行又说,

“你都有收入了还要什么贷款”?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贷不到钱! ”他说，许多小微企

业,因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最后只能“病急乱投医”,去借高

利贷。

10 月 8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北京地铁 1 号线看到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小微企业服务广告， 但该银行针对的

是“创业满两年，年销售额 2500 万以下”的企业。 对于这位

“还没开始营业”的大学生创业者，显然鞭长莫及。

“大银行不贴心。 ”白澄宇说，“只有小型的社区银行才

能有效地为小微提供服务。 应该放开金融准入，允许民营资

本办银行。 现在给了 5 家牌照，毕竟太少了。 ”

许科敏说：“企业最需要资金的还是在创业期， 这一块

的资金需要国家财政引导。 因为市场上的投资公司要挣钱，

风险太大了他也不敢投，但是早期失败率很高的企业，政府

应该有一定的基金来引导。 ”

“建立市级小微企业发展产业引导基金。 ”重庆市中小

企业局局长尹华川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据统计，重庆约有 13.1 万的小微企业有银行信贷需求，

这旺盛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其银行信贷可得性只有

28.5%， 只有不到 4 万家的小微企业拿到了银行的信用贷

款。

具体如何引导？ 尹华川说：“主要是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按照股权投资等市场化运作方式， 建立市级小微企业发展

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市场潜力大、创新能力强的小微企

业发展壮大。 这一块我们按照市场的法则，对过去从资本金

的角度，融资的方式缺乏，通过政府的这种改革，建立了一

个专门对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融资的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资本金的融入。 ”

户均 5900元红包：

检索小微企业减税账本

阿里上市是中

国人的骄傲， 也是

中 国 金 融 界 的 悲

哀， 当时马云也是

没有办法才找的孙

正义投资。 为什么

中国就没有一个金

融企业能早点发现

他的投资价值？

“

许科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