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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活力充沛创新发展尚需多方助推

袁 颖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正在发生着变化。为深入了解浦东新

区小微企业创新及新经济发展状况，国家统计局浦东调查队开展了小微企业创新及新经济发展调研。结果显示：小微企业创新

及新经济活动活跃，对专业性人才依赖程度较高，而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问题仍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阻力。

一、企业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通过电话摸底调查了 400家企业，同时在有创新或新经济活动的企业中抽取 53家企业开展了问卷调查，并针对部

分企业召幵了座谈会。在问卷调查的企业中，绝大部分企业处于发展阶段，占 77.4%；13.2%的企业处于创业阶段；9.4%的企业

处于成熟阶段。从营利状况看，被调查企业总体营利水平一般，其中 26.4%的企业近一年处于盈利，41.5%企业盈亏基本平衡，

32.1%企业处于亏损。从资金状况看，资金量总体欠佳。其中 60.4%的企业表示资金状况一般，22.6%表示紧张，仅 17%表示充足。

二、企业创新及新经济发展特点

（一）小微企业立足服务，加强创新

调查显示，在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中，57.9% 的企业开展的主要创新活动是准备或已向市场推出了全新或有重大改进的服

务，占比最高。其次是运用新的营销手段（44.7%）、推出新产品（31.6%）和新的组织管理模式（31.6%）。47.4%的企业开展

了超过两类以上的创新活动，表明创新活动具有多样性、复合性的特点。

（二）技术服务是新经济的主要发力点

调查显示，在企业所从事的新型服务活动中，以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提供服务所占的比重最高，其次为新技术与创新服

务活动。这两类新型服务均以技术为依托。除新型生活服务（26.7%）外，其余服务活动的占比均在 15%以下。

（三）企业对新型服务专业人员依赖程度较高

从企业开展新型服务活动的年限来看，8.9%的企业少于 1年，15.6%为 1年及 1年以上 2年以下，33.3%为 2年及 2年以上 5

年以下，42.2%为 5年及 5年以上。就从事新型服务的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来看，开展新型服务活动越久的企业比例越高。

如开展新型服务活动 1年以下的企业，该比例全部小于 20%，而逾半数开展新型服务活动 5年及以上的企业该比例在 80%到 100%

之间。可见，企业开展新型服务年限越久，对新型服务专业人员的依赖程度越高。

（四）新型服务活动成为企业发展的驱动力

68.9%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新型服务提升了企业的服务水平，60%的企业认为新型服务带动了企业整体业务增长。从营业收入

看，有 66.7%的企业新型服务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 60%。这都表明，新型服务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创新及新经济活动面临的阻力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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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较高

企业无论是创新还是发展新经济服务项目，都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但受资金影响，小微企业发展受到限制。调查显

示，在融过资的企业中，38.5%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61.5%认为融资难易程度一般，没有一家企业认为融资容易。虽然国家已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但因为大部分小微企业存在产权界限模糊、财务管理水平有限等问题，很难从银行

等传统渠道得到资金支持，尤其是国有五大银行。数据显示，仅有 15.5%的企业从国有五大银行获得银行贷款。小微企业经营状

况的高风险性与银行放贷的审慎性产生冲突，银行不敢轻易放款。这导致小微企业不得不借助于民间借贷、出让股权、“科技

履约贷”等形式获取融资，有企业反映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 30%。有一家企业反映，他们在产品技术方面已经十分成熟，但是

目前所处行业正处于周期性调整阶段，如果能坚持到整个行业回暖，那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资金难以

支撑，该企业主甚至将个人房产抵押用于公司运转。还有企业反映，企业主对在科技创新上加大投入很有兴趣，但碍于资金阻

力，无法实施。

我们建议，应尽早建立适应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各地政府、行业组织应完善信用信息系统、信用档案数据库建设，

推出符合小微企业特点的信用信息征集、评价体系，为企业融资提供信用帮助。评级机构在评估小微企业时，应尝试对其项目

进行评估，而非仅对企业进行评估；应考查小微企业所依赖的核心企业的安全性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有的企业建议，

目前金融市场已经出现针对个人信用提供贷款的产品“个人信用贷”，也可以将这个概念引入企业，建立企业信用评价机制。

（二）专业人才匮乏

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创新还是发展新经济，企业对人才的依赖程度较高。企业普遍反映客户的产品需求不断提高，

但企业人员配置不齐、专业性人才稀缺。因此企业急需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相应的技术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更是企业创业成

功的一大关键。

我们建议：一是企业自身要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培养、引进人才，千方百计留住人才。小微企业可以以研发机构

为平台，通过建立产学研联合体、重大科技课题合作等形式筑巢引凤，营造自由宽松、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各类人才解决好居

住、医疗、子女入学、社会保障、负担科研风险等关键问题，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后盾。二是政府要加

快构筑创新服务平台，提供小微企业员工更多培训机会，更多的同行业交流机会；加大政策扶持，如针对小微企业的科技型人

才在住房公积金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