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庚南：我们到底该如何帮
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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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毋庸置疑，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在税收、就业方面的贡献赋予其在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小微企业固有的管理、资信及抵押担保瓶颈又使

其在融资等市场处于弱势状态。强位弱势便成了小微企业心中的“痛”。 

强位弱势的小微企业最需要怎样的帮扶？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

力度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减轻企业负担，帮助渡过难

关，使的纾困小微企业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重心。 

政府部门能够想到的，更多的是税收的优惠、财政的贴补、金融的支

持。税收方面，减免的力度已至空前。据国家税务总局披露，近年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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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大幅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持续降低。

今年前三季度，享受免征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户数达 4365 万户，减税金

额达 2995 亿元，七成有经营活动收入的小微企业无需缴税。金融方面，

金融机构对小微的资金支持、减费让利力度空前。从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情

况看，普惠小微的贷款维持较高的增长态势，继续保持了“量增、面扩、

价降、结构优化”的特点。9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7.4%，

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 15.5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 4.89%，比

上年 12 月下降了 0.19 个百分点；从疫情以来至 9 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

机构累计对 13.5 万亿元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其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

付息 11.1 万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8.6 万亿元。 

可以说，这些年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针对小微企业面临的前所

未有之变局与困局，围绕如何拯救小微企业于困境，政府可谓操碎了心，

该用的招也都用了。 

但是，小微企业的难题似乎没有尽头。无论遇到何种困难、何种风险，

小微企业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帮扶，而不是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渠道去解

决。尤其是涉及到成本、用工、资金等难题的时候，小微企业长期以来形

成了对政府纾困的依赖。长此以往，小微企业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硬伤

始终被掩盖，得不到根治。这或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所以，在强调纾困小微企业的同时，我们也需对纾困的逻辑、路径及

效果进行反思。当各种纾困小微企业的手段措施都接近及至的时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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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需要换一种思路反思。纾困尤需注重对症下药，要分析制约小微企业

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或瓶颈，而不必不加区分地、全方位地补充营养。否则

就可能导致营养过剩或弱不禁补。我觉得，在对小微企业纾困问题上，我

们需要首先弄清楚几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小微企业都需要帮？ 

常言说，“船小好掉头”，作为经济大潮中的“小舢板”，真正理性

的小微企业，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小微

企业，应该会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安排产供销，保持合理的库存占用。在

外部市场需求下降情况下，能够主动收缩生产规模，而不至于陷入产销断

裂、资金链紧张的情况。 

其实，那些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项目有前景、有竞争力的且资信

良好的小微企业，并不会被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尤其在市场竞争加剧、

金融脱媒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这些小微企业更可能成为金融机构争相营销

的对象。这类企业或并不需要纾困救助，他们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公开、公

平的良好的硬伤环境。 

那些规模虽小、处于初创期，但具有高技术“硬核”的企业，甚至一

露头就能得到风投青睐、受到资本的关照。特别是一些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或者行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专精特新”企业，更易获得各种市场资源

的倾斜，其融资渠道更加宽阔、更加多元化，北交所的运营就为这类企业

提供可更通畅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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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所有的小微企业都应该帮？ 

尽管小微企业始终是政策鼓励支持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无差别、无

选择地支持。实际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

力度的通知》（国办发〔2021〕45 号）在要求加大纾困资金支持力度时，

也对政府纾困资金提出了精准滴灌的要求。45 号文明确指出，地方安排的

中小企业纾困资金应瞄准的对象是：对生产经营暂时面临困难但产品有市

场、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力密集、社会效益

高的民生领域服务型中小企业（如养老托育机构等）。言外之意，就是政府

的纾困资金也应是有所扶有所不扶；不仅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还

要防止“跑冒滴漏”，淡化政府纾困政策的效果。 

需知，过度依赖政府纾困的企业，往往是自身经营管理存在硬伤甚至

先天不足的企业。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一些企业做生意连“本钱”都

需要贷款，连自身“铺底”的资金都需要银行解决，那么它的“融资难”

就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症”。 

现实中，一些企业缺乏创新力，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场定价权，且

惯于低价竞争的企业，其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一遇到市场风浪，首先想

到的是政府纾困的手。其中，有些企业本属于“两高与剩”之列，从市场

的逻辑看，早就应该被淘汰。一些企业，原本质地也不错，一旦成为市场

的宠儿后，就可能掉进过度融资、过度投资、跨行业经营的陷阱。这类企

业一旦面临市场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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