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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研究》（项目编号06BJ056
）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本书全面地论述了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基本特征、地位和作用，在通过实证手段考察目前我国
中小企业成长环境与政策实施，广泛地考察中小企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政策支持的基础
上，系统地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和措施。
　　本书认为，要构建中小企业政策支持的科学体系，实现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应该系统考虑政策
理念、政策主体、政策客体等要素，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入手，体现法律规范、政策引导、
分类指导、间接支持与直接支持结合、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实现政策之间的衔接性、配套性。
宏观政策主要的立足点是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具体应该包括政府理念的转变，促
进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财政扶持政策，金融促进政策以及政府体制改革等。
在中观上要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扶持体系，具体政策上应该改变目前笼统性的产业政策，体现“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在微观上要重点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以及以资源综合
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中小企业；同时，要建立中小企业市场进入和退出的良好机制，引导中小企业
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促进中小企业的集群式发展；另外，还要通过建立产学研结合机制、技术保护
与扩散机制等，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除政府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之外，还应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社会化服务支持，通过扶持中介
机构发展和鼓励行业协会等方式，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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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袁红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研究》(项目编
号06BJY056)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本书全面地论述了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基本特征、地位和作用，在通过实证手段考察目前我国中
小企业成长环境与政策实施，广泛地考察中小企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政策支持的基础上
，系统地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_的支持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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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中小企业的政策差异化现象较为突出。
如在中介服务上，集体企业评价最低；在财税环境上，集体企业对其评价最低，而外资企业的评价明
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在环境秩序因子上，所有企业类型评价比较一致，基本认为比较一般；在激励
机制上，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的评价比较低；在信息环境上，看不出明显差异，评价都比较一般；在
融资环境上，外资企业的评价最高，明显高于集体企业。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是按所有制分类导致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
经济转轨期中小企业政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政策对象的差别化，即因所有制或投资主体的差异，处
于同一行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所享受的政策待遇明显不同，这样就从横向上将政策对象加以歧视或
差别化。
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中小企业势必会享受到天壤之别的政策待遇。
二是由于政策主体的差异化导致。
由于中小企业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政策主体的部门利益导向也是导致中小企业政策总体评价较差
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转轨期，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还不能完全发挥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因此，政府政策的资
源配置功能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成长环境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
但是，政府自身的部门利益导向严重，在制定有关中小企业政策时不能从全局出发，而只服务于某些
利益群体的政府需求。
这样的中小企业政策势必不能满足经济转轨期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整体需求，是不会得到所有的中
小企业的认可和接受的。
三是中小企业标准的不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经过多次变化，由于标准的非唯一性，一些中小企业在不同的政
策上根据自身的利益，选用不同的标准，以享受优惠待遇，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小企业政策的差异
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