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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扩大就业、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市场竞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八九十年代确立

“抓大放小”发展思路，中小企业受益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红利快速发展，

但抵御风险能力不足。08 年次贷危机、11 年三角债、18 年贸易摩擦、20

年疫情冲击，最受伤的往往都是中小企业。2018 年以来，国家将中小企业

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激励、税收优惠、

融资支持。截至 2018 年，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了 3000 万家，个体工

商户数量超过 7000 万户，贡献 50%税收、60% GDP、70%技术创新、

80%城镇劳动就业、90%的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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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疫情反复，经济 K 型复苏，上游涨价，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

的经营压力。我们用天眼查“注册注销比”（注册数量与注销数量比重）

作为小微企业活跃状况的度量。比值越高，说明注册数量多于注销数量，

活跃度高，比值越低，说明经营情况不佳。 

1）总体来看，小微企业活跃度持续下滑，注册注销比降至历史低点。

2017 年以来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持续下滑，2020 年降至 1.41，注册数量

大幅下滑，注销激增，超一成小微企业消失。相比之下，同期非小微企业

注册注销比提升至 7.56，注册数量再创新高，注销数量连续两年下降。 

2）从行业上看，商业服务、房地产、互联网等小微企业注销多于注册。

农业、批发业小微企业注册注销比较高，受疫情和上游成本涨价影响较小。

交运、建筑、零售、工业、信息技术、餐饮住宿行业小微企业韧性较强，

虽然注册注销比下滑，但仍保持净增长状态。商业服务、房地产、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传输行业小微企业受影响最大，注册注销比跌破 1，即净

减少，这些行业小微企业感受到的不是短期压力，而是在悲观预期下彻底

离场。 

3）从区域上看，小微企业发展呈现“南强北弱”格局。过去十年间，

南方新增注册的小微企业数量均高于北方地区。截至 2020 年，南方地区

聚集了 57%的小微企业，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占据前三位，合计占比达

26%。小微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新增注册数量最多，川渝地区注册增速排名

第一，东北地区注册数量垫底、衰落迹象最明显。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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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是市场化发展不同步，而支撑市场化的主要就是中小企业。 

4）从存活周期看，中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 3-5 年左右，非小微多在

10 年以上。小微企业平均存活周期 4.13 年，其中存活时间小于 3 年的小

微企业占比接近 50%，近一半小微企业没有存活过一轮经济周期，抵御风

险能力较弱。非小微企业平均存活周期 6.61 年，存活 10 年以上企业所占

比达 44%。 

5）从融资层面看，民营中小企业占信贷资源比重提升至 5 成，但仍

以短期贷款为主。近年来政策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截至 2021 年 10 个月，

民营企业贷款占新增企业贷款 53.5%，较 2019 年底上升 11 个百分点，但

民营中小企业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2019 年以来民企和国企信用利差约在

150-200bp 之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6）从自主创新看，中小企业贡献 7 成专利创新，但研发投入不足。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强，机制灵活、更具效率，往往实现“从 0 到 1”

的创新，贡献 7 成发明专利，但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在 7%以下，力度依

然不及大型公司 10%的高投入。 

7）从人才层面看，中小企业贡献 8 成就业，但对高精尖人才吸引力

不足。虽然受疫情影响，但中小企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据领英调研，

随着疫情转缓，中小企业职位发布回弹力度高于大型企业。但中小企业公

司规模小、工作稳定性差、福利待遇不足等原因，人才流动率高，对高精

尖人才吸引力不足，用工荒、招工难现象仍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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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非一日之寒，既有短期冲击也有长期顽疾，既有经

营性因素也有制度性因素。短期来看，经济 K 型复苏，疫情反复，上游成

本涨价，叠加环保限产、拉闸限电影响，是造成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的直

接原因。但深层次原因是经营性和制度性等长期因素。一是是中小企业长

期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对上下游供应链、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议价能力

不足，现金流最容易受侵蚀。二是中小企业人力财力受限，公司现代化治

理水平不足，为自身经营风险较高埋下隐患。三是缺乏落地性强的中小企

业顶层设计和统领性执行机构。四是政策间协调机制不完善，个别政策执

行“一刀切”，误伤中小企业。 

放眼国际，美国、德国分别以科技型中小企业、制造业隐形冠军著称，

韩国经历了倚重大企业到重视小企业的转型过渡，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中

小企业数量在美德韩均占据 99%以上，在就业、出口和创新层面贡献度高。

从政策制度来看，美德韩建立了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专项法律，并成立政策

性机构来提供资金支持、咨询辅导等全方位支持。从融资环境来看，各国

政府在融资成本和融资渠道上支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破

产申请数、拖欠率等都有所降低。从创新激励来看，美德韩通过提供创业

平台、提高资助金额、扩大资助范围等方式为初创型企业提供良好的商业

环境。从税收优惠来看，美德韩通过降低税负等方式来缓解中小企业资金

难题。从人才政策来看，美德韩通过支持人才引进、量身定制职业培训等

方式为中小企业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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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牵动数以万计的就业和家庭，是保民生、保就业的

基本盘，关键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协调性。我们建议：1）统筹完善顶层

设计，构建可落地的“一揽子”的配套政策。2）构建从政府到行业协会的

落地执行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3）分等级进行减税降费，减轻中小企

业负担，提升企业营商环境。4）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创新创业项目

风险投资和并购，解决企业融资难、贵问题。5）重视基础学科教育，合理

引导人才就业。6）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发展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7）引导中小微企业规范化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提高资产

质量和企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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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

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经济活力、促进市

场竞争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特别是疫情以来，经济发展不平

衡，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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