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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邓泽宏，钟会兵 

（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81） 

【摘 要】从我国和我国发展较好的省区以及湖北省情况看，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湖北省中

小企业近年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总量和规模小、所有制结构不尽合理、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原因主要

是政策不公、管理不畅、负担过重、服务不足、技术滞后、融资困难等。因此，端正思想，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

境，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服务体系，培育良好的发展软环境，是发展我省中小企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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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明显的。据统计，截至2003 年底，在全部196222 户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

业中，中小企业已达到194274 户，占企业户数的99% 。其完成的销售额已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销售额的60.7% ；资产总额占57.8% ；

吸纳就业人员占75.7% 。同时，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0% 、40% 和60% 。 

从我国发展较好的省区来看，中小企业也同样起到了支柱作用。1953 年到1992 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8.9% 的

速度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90 多倍，物价总指数上涨率每年只有3.4% ，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1] （p59）据1997年的统计，

台湾中小企业有102 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7.81% ，就业人数为719.7 万人，占全台就业人数的78.43% ，其中出口总值为595 亿

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48.77% 。[2] （p38）而香港是个世界经济中心，GDP 超过1 万亿美元，人均GDP 已经超过英国、加拿大、

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名列全球第六，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中小企业约有28 万家，占全港企业总数的98% ，共雇佣劳动人口

148 万人，约占全港劳动人口的60% 。[2（] p119）没有资源优势、中央政府资本投入也很少的浙江省，20年间GDP 扩大了40 倍，从

改革开放初期的12 位提升到2003 年的第4 位，人均生产总值达19730 元，居全国省区第一。客观地讲，推动浙江省区域经济

发展的主体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由此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企业，眼下困扰各地政府和老百姓的下

岗问题在这里也悄然无声。[1] （p34） 

中小企业也正在成为湖北省国民经济的主体，根据国家企业划型标准和省有关部门统计测算，2003 年1 月—10 月，我省

有中小企业123 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 。其中，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22.03 万家，城乡个体工商户100.97 万家。中小企

业的发展，转移和消化了湖北大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下岗工人，截至去年10 月，从业人员达1397 万人，占全省二、三产业就

业人员的77.5% 。同时，中小企业正在成为大企业的摇篮，像福星科技、当阳玉阳实业、武汉红桃K 集团、宜昌稻花香集团、

恩施八峰药业等，就是由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由此可看出，中小企业已成为支撑湖北省经济的“ 大半江山”，是推动湖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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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当前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 

（ 一）当前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小企业的规模与活力，是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我省近几年中小企业在规模、产业结构、经营领

域等方面获得明显的发展，但与沿海省区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一是企业总量少，规模小。2001 年我省企业总数为69189 个，中小企业为68884 家，占99% ；浙江省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61400 

个，260877 家，占99.8% ；江苏省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96100 个，295211 家，占99.7% 。从2002 年工业产值来看，湖北、浙

江和江苏分别为3589.26 亿元、9779.05 亿元、13865.86 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分别为51.33% 、80.17% 、64.49% 。2001 年

湖北省年收入在100 万元—1000 万元的企业为19767 家，浙江和江苏分别为98700 家、109600 家；1 亿元以上的企业湖北和

江苏分别为931 家和3700 家，浙江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是6200 家。[3] （p39-41） 

二是所有制结构存在差距。以2003 年的统计资料看，三省国有和集体法人的比重分别为56.3% 、32.1% 、27.14% ；三省

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分别为1368 家（ 2% ）、8400 家（ 3.2% ）、13600 家（ 4.6% ）；三省股份制企业分别为2160 

家（ 3.1% ）、30200 家（ 11.6% ）、27800 家（ 9.39% ）。同时，我省民间投资增幅不快。2003 年我省个体私营企业注册

资本总量增长23.1% ，而江苏增幅为47.9% ，山东增幅为39.7% ，北京市增幅为38.1% 。 

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表现在企业内部人才少，管理水平底；产品科技含量低，名优产品少；企业自有资本少，融资

渠道窄；市场领域不宽，市场竞争力不强等。 

四是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大。我省每万人中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为559 人，全国为648 人，同比低89 人。如果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我省就业人数可增加53.4 万人。 

五是私营企业成长率不高。2002 年，我省个体经营户与私营企业户数之比为101 万户：7 万户，即14.4：1，也就是说平

均14.4 户个体经营户才可能成长为1 户私营企业。而同期全国同类户数之比为2377.5 万户：243.5 万户，即10.3：1。与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我省相差4 个百分点。 

（ 二）影响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我省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固然和中小企业自身经营有关，但外部环境的缺失，也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1、政策不公，存在多种歧视。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地位、待遇偏低，不能享受国民待遇，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多年来，国家出台的政策多是按照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制定并实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在产业准入、银行贷

款、上市发债、兼并破产、项目投资、进出口权税收、人才引进、信息获取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限制。在国民待遇方面仍存

在歧视现象。从现实情况看，外资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获得了许多优惠，对中小企业歧视现象严重，

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更为明显。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为部分民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又造成了民营企业之间的地

位不平等。 

2、中小企业管理体制政出多门，管理不畅。湖北省中小企业分别由经贸、工商、乡镇企业局等不同部门管理，缺乏一个对

各类中小企业统筹规划的机构和部门，致使中小企业工作不能形成合力，这造成企业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扶持，同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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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中小企业负担过重。另外，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面向国有经济，未能完全覆盖各类所有制企业。这

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服务等方面，存在制度上的盲点。 

3、中小企业税费多、负担重。中小企业税费多， “ 三乱”现象依然存在，在对全省583 家中小企业调查中，64.5% 的企

业认为税收与行政收费对企业的发展形成障碍，96.8% 的企业要求改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56.4% 的企业要求降低税负

水平，37.5% 的企业要求简化对中小企业的行政规章。 

4、缺乏有效的帮扶服务体系。尽管省委、省政府多次发文以期加快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

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协调机制没有形成，支持往往停留在文件上和口头上。另外，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滞后，服务功

能不健全，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小企业的培训、信息、资讯、技术服务、融资服务、税务代理、记账等社会化

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5、技术创新滞后。我省是科技大省，但我省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水平和效果同科技大省形成反差。主要原因：一是中小企

业普遍感到获取技术支持困难，政策信息渠道不畅通；二是中小企业本身技术创新意识较为淡薄，技术投入明显不足。湖北省

企业调查队连续3 年对全省近300 家中小企业全程跟踪调查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所占比重分别是1.18% 、0.93% 、2.4% ，

比重明显偏低。 

6、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贷款困难。在我国由于存款利率降幅大，贷款利率降幅小，贷款片面向少数大型企业倾斜（ 对

大企业集团的短期贷款占全部新增短期贷款的33% ），加上过分控制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活动，导致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

道，基本上只能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目前湖北省60% 以上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贷款困难。2004 年上半

年，武汉地区各金融机构累计投放资金总量达到1025.28 亿元，但只有27.53 亿元投向中小企业，仅占2.7% 。 

三、促进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当前，我省社会经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中小企业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鉴于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繁荣市

场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必然成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具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力量。因此，认真分析解决影响

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是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实现湖北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以下，仅就政府肩负的

制度建设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提出建议。 

1、端正认识，清除思想障碍。 

古人云：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在我国，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中小企

业与人民的生活贴得很近，但其社会地位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在观念上，一些人过分看重大企业的作用，忽略中小企业的发

展。他们认为只有大企业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小企业则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至于个体私营企业，不过是手工作坊的代名

词。他们认为在现阶段，发展中小企业不过是权宜之计，不但中小企业的产品和劳务只能对国民经济起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

中小企业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组织形态，它们终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被淘汰出局。在实践中，几十年来小企业通

常是安置社会闲散人员的场所，很少考虑要加强它们的技术装备，这就难怪相当部分小企业总是“ 破破烂烂”的，在资源分配

方面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显然，这些认识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极为不相适应的。随着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

步深化，我们将迎来中小企业发展的新一次浪潮，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必将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2、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 1）健全市场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政府在政策和管理上应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对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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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给予过度倾斜。要努力健全各种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垄断和保护。在获得土地、贷款、

人力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等方面，不论企业大小，都有均等机会，各类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相互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各级政

府部门应当避免多头管理，注意纠正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现象，实行公开招标等各种公开制度，促进竞争，消除垄断。 

（ 2）完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体系，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

前提。当前，湖北省应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基础，积极作好现行法规规章的起草工作。结合自己实际，制定促进湖北省中

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法律环境。同时，必须对现有的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创造有利于

中小企业发展的外围环境。如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突出保护中小企业的内容等。 

（ 3）确立中小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一是政府由过去的管理微观经济为主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转变，由直接调控为主向

间接调控为主转变，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真正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政府对中小

企业的各种干预都不再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应充分运用财政、信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3、努力建成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 

首先，要精简政府机构，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法律、拟订制度、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等，提

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是“ 舵手”，而非“ 桨手”。其次，实现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 角

色”转换，由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变为公共服务的“ 监督人”，将公共服务购买者与提供者相分离，以确保公共服务的精确性、

透明性和高质量，而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只是起了“ 监督人”的作用。再次，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主张采用私人部门管理的

经验、原则、方法和技术等模式重塑公共部门管理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被接受。 

2004 年4 月，武汉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确定了40 项改革措施，涵盖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完善决策机制、规范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健全监督机制、建设透明政府、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公务员素质等9 大

方面，逐步建立责任政府。这种价值取向和做法，值得提倡。 

4、完善服务体系，加大扶持力度。 

建设公共性服务平台，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服务。政府要强化服务意

识，应当把履行职能的重点放到千方百计为企业协调服务、排忧解难上，努力解决一些企业迫切需要而又不便自己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增强管理部门自身服务功能。在当前情况下，要充分运用现代通讯技术，发挥自身优势，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和信息服务上进行突破，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建立担保机构乃至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迈进。 

二是要指导促进全社会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建设。中小企业要求服务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些服务项目社会上有相应的中介

服务机构，但可能不够完善或不被中小企业所知晓，这就需要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向中小企业宣传，或对此类中介服务机构提出

改进意见。有些中小企业所需的服务项目可能还缺乏相应的中介服务机构，这就需要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组建相应的

服务机构，及时为中小企业服务。 

三是整合社会各类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在湖北省中小企业管理机构组建后，应学习借鉴沿海发达地区

的经验，组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开办中小企业服务窗口，集中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类中介机构，在一

个集中的场所内，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辅导、企业诊断、信息咨询、市场营销、投资融资、贷款担保、产权交易、技术支持、

人才引进、人员培训、对外合作、展览展销和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服务，使服务中心真正成为中小企业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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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造良好的中小企业发展软环境。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前者是指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

文法、正式合约等；后者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

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4]（ p38-41）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既有正式制度安排原因，更主要的是非正式制度安排

的原因。湖北跟其他中西部地区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的状态下，经济主

体（ 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沉浸在浓重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农本商末，重农轻商观念，使许多人在意识形态的深层排斥

商品交易活动，他们对机会的反应迟钝，思想较保守，追求安稳，害怕风险，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冒险精神，这些保守的观念

制约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因此，中西部要发展，就要培养创新精神，反对因循守旧；要培养开拓精神，鼓励面向世界、敢闯敢冒；要培养市场意识，

鼓励自由竞争，反对等靠要思想；要培养守法守信意识，反对目无法纪、言而无信。在注重正式制度移植和创新的同时，应该

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植，使制度建设的对外借鉴形神兼备，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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