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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做好 “小微”企业这篇 “大”文章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发展中最具

活力的部分，在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民生、促进稳定、增加税

收、繁荣市场、创业创新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

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云南省民营经济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始终与国家的政策放开和改革深化紧密相连，近年来发展迅

速，成为云南省稳增长调结构的主力军。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把小微企业培育发展

作为做大增量、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４年，启动实
施 “两个１０万元”微型企业培育工程，对新创办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每户给予３万元补助，有贷款需求的，由财政设立担保基金担保，
相关合作银行给予１０万元信用贷款支持。该项工作实施以来，由云
南省民营办牵头，会同省人社厅、工商局以及工商联、团省委、省妇

联等承办部门，齐心协力、上下联动，在各州 （市）的共同努力下，

云南省私营企业户数从 ２０１３年的 ２３４万户迅速增加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４８９万户，净增２５５万户，３年的时间内增量已超过存量。２０１５年，
云南省新增私营企业户数同比增速排名全国第一，也是全国唯一实现

新增企业数量翻倍增长的省份。３年来云南省累计扶持创办７万户微
型企业，带动就业 ３９３万人；吸纳社会投资 ２０７亿元，户均投资
２９６万元；支持９１０９户微型企业贷款，发放贷款８９３亿元。草根创
业、草根创新在云岭大地已蔚然成风，焕发出勃勃生机。

草根创业者们常常会面临着科技创新难、人才资源少、抵御风险

能力弱等困境，缺规划、缺技术、缺资金，持续能力不强。如何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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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生得出、留得住、活得好、长得快，不断延长生命周期和提升

活跃程度，是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云南省委、省政

府确定，从２０１７年起，云南省 “两个１０万元”微型企业培育工程继
续实施３年，按照 “三转变、四叠加”的工作思路，优化政策、调整

方式，支持力度不减，继续对微型企业的创业创办发展给予支持。为

解读创业政策，切实为创业者提供政策指引和创业指南，我们编印了

《云南省微型企业创业实用手册》 （以下简称 《手册》）。《手册》集

中讲解和回答了 “什么是微型企业”“如何创办微型企业”“如何获

得政策扶持”等老百姓十分关心关注的问题。我们希望，《手册》能

够成为广大草根创业者们在创业创新路上的 “指南针”“充电宝”和

“加油站”，能够帮助准备创业的朋友们充分利用扶持政策，借力云

南大力扶持微型企业的良好社会环境，走上健康、稳健、快速、可持

续的发展道路。

云南省工信委主任

云南省中小企业局局长

云南省民营办主任

杨福生

２０１７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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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微型企业

微型企业在我国一直存在且分布广泛，但 “微型企业”的提法

却不常见，这是由我国过去的企业划分标准造成的。过去，我国把企

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并未将微型企业做单独划分，而是笼统

地将其归到小型企业里。但随着经济和行业的细分发展，小型企业，

特别是微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弥补社会服务缺位、带动创业就业

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１年７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四部门联

合发布了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合企业 〔２０１１〕３００
号），新增 “微型企业”一类。新标准的出台为国家和各地进一步制

定小型、微型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各地加大对小

型、微型企业的专项扶持提供了依据。

一、微型企业的定义

根据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列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本

书所述微型企业，是指企业内从业人员 （包含投资人和雇员）在２０
人以下，营业收入或企业资产总额均在一定标准额以下，并符合 《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所列微型企业标准的企业。

各行业微型企业标准如下：

１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５０万元以下。
２工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３００万元以下。
３建筑业。营业收入３００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３００万元以下。
４批发业。从业人员５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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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零售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
６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２００万元以下。
７仓储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
８邮政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
９住宿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
１０餐饮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
１１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
１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３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２０００万
元以下。

１４物业管理。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资产总额１００万元以下。
１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资产总额１００万元

以下。

１６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

二、微型企业的社会功能

微型企业的发展与一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微型企业的蓬勃发展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催生大众

创新创业、提供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渠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体

来说，扶持和鼓励微型企业的创办，大力推动微型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微型企业是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力量

在信息经济的背景下，大型化企业和蓬勃兴起的微型企业构成了

现代企业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科技进步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降低，企业规模得以不断扩大，涌现出了许多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例

如韩国的三星、德国的西门子。另一方面，企业的微型化发展趋势也

日趋明显，且数量庞大。据统计，我国１０００多万户注册企业中，中
小企业的占比高达９９％。根据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统计，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每年新形成企业 ３００多万个，其中就有
·２·

云南省微型企业创业实用手册



９０％都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
以科技研发、电子商务和个性服务为特色的创新型微型企业大量

涌现，同时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或大集团都是从微型企业发展起来

的，美国的微软和惠普公司就是微型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功典范。有专

家断言，“美国新经济”实际上是创新型小企业经济。微型企业的小

规模特点，更应验了那句俗话 “船小好调头”。微型企业在经济低迷

时往往能更快转变经营策略适应市场变化，从而谋得更多生存机会。

（二）微型企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

创办微型企业的成本低、速度快，数目众多的微型企业在总量上

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鼓励创办微型企业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策略。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在拉丁美洲，５人以下微型企业的雇工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而在
非洲则占到了三分之二，欧洲的微型企业提供了１２２亿个就业岗位。
可见，微型企业在其他国家经济体中对安置就业、保障居民收入方面

做出的卓越贡献。

２０１４年国家工商总局 《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数据

显示：中国现有劳动力人数近８亿，就业人数已达７６７亿。全国的
小型、微型企业，仅企业主自身一项就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加上企业雇佣员工，已经解决我国１５亿人口的就业。新增就业和再
就业人口的７０％以上也都集中在小型、微型企业。一项来自我国台
湾地区的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以服务业为主的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基本都保持在５５０万人以上，就业比重达到
５８％，且有年均１０６％的增长。就云南省而言，２０１６年中小企业从
业人员７４８７万人，相当于全省城镇就业总数的８３％。由此可见，小
型、微型企业在促进就业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

要吸纳器。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就意味着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岗

位，意味着小型、微型企业的蓬勃发展在解决民生问题等实际社会难

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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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型企业是成功企业家的摇篮

据统计，１９９７年美国硅谷有２０００家企业破产，但同时也有３５００
家企业诞生，新成立的企业中雇员少于 １０人的微型企业就占到了
７０％的比例，足见创新热情激发了创业的无限动力。国内统计数据显
示，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中有３６９％都是由个体户转型发展而来的，
如果将开展家庭作坊式工业的农村个体户涵盖在内的话，中国企业家

中将有超过５０％的人都曾经是个体户或私营小企业主。正如大家耳
熟能详的企业家马云，他在最初创办 “阿里巴巴”之时只有１８个人，
创业资本仅为５０万元，从一个无资金、无技术、无计划的 “三无”

小企业起步，发展成为如今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 “阿里巴巴”

在成为２０２７亿美元市值的超级公司的同时，马云也成了中国互联网
的传奇。又如，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他是一个从濒临破产的小企业

主发展成为企业资产超百亿地产巨头的成功典范，他本人也在２０１５
年以３８１亿美元的身家成为新的华人首富兼亚洲首富。以云南省本土
企业———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心堂）为

例，公司始创于１９８１年，经过３２年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现发展成
为集中药材种植、加工，中、西成药研发、生产、批发、零售连锁经

营以及医疗产业为一体的大型股份制医药企业集团。其下辖１０余家
企业，在滇、黔、桂、川、晋、渝等省、市拥有２４００余家一心堂直
营连锁药店，员工１５０００多名，遍布各地的一心堂健康会员超过５００
万人。２０１７年年初，一心堂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交易，这
是中国连锁药店第一支上市交易的股票。再如颇具影响力的云南成功

企业家任怀灿，他将一个仅有５万元资产、７人组成的微型企业发展
为涉及零售、餐饮、娱乐、旅游、殡葬、房地产等八大产业的昆明诺

仕达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他本人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更

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本土商业引领者和开拓者，他把云南的企业引向

了全国、引向了世界。

毋庸置疑，个体户已经成为孵化我国企业家的一种重要形式。另

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的数十万户私营企业主中有近８０％的私
营企业主是来自农村的创业者，而这些创业者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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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这些私营企业主中有７０％以上的人都只具有初
中以下学历。正是因为这些创业的先行者敢于利用自身所处环境的资

源优势，以未被合理利用的资源要素 （例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农耕或

工业废弃物等）为突破口，采取低成本、小规模的创新、创业实践方

式，向社会提供更加多元化、价格低廉、使用便捷的商品和服务，从

而满足了许多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要。

微型企业遍地开花，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我国普通民众的创新热

情；另一方面也催生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企业家；可以说微型企业是孕

育企业家的摇篮，更是大型企业的孵化器。从长远看，微型企业的成

功发展也对提高我国民众的创新观念、革新意识、开拓精神具有深远

的意义。

（四）微型企业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

经济发展能保障人民就业、加快民众脱贫致富的脚步，促使社会

安定和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又可以保护经济成果、加快经济发

展。在经济生态这座大森林中，大企业就像参天大树，重要性不言而

喻；中型企业就像正在成长的林木，数量较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

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就像低矮的灌木，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为整

个森林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和更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数目众多的微型企

业对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化解城乡 “二元”结构矛盾，促进社

会稳定与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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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微型企业的发展历程

一、商事制度改革简介

商事制度是规范市场主体和商事活动的法律规章和政策总和，是

对市场主体准入、交易和退出等市场活动的制度和政策规定。经济的

发展不断呼唤新的商业形态，因此，商事制度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

化之中。在我国，商事制度的调整主要通过商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

配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来完成。

商事登记也称为商业登记，是指商事主体或商业主体的筹办人，

为了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依照法律规定，向登记机关提

出申请，登记机关核准申请登记内容的一系列法律行为。商事登记行

为实际上包含了申请人提出登记申请的行为和主管机关审核登记注册

的行为，是提出申请与审核登记两个阶段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性行为。

完成商事登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对商事活动实施法律调整并进行

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和手段。

我国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所谓商事制度改革就是
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从百姓经商兴业这第一道门改起，以改革

工商登记为切入点，通过工商系统的自我革命、主动放权，带动相关

部门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市场主体

的准入门槛，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从而激发广大群体的创造力

和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制度平台。

自２０１３年起企业在进行工商登记时只需要进行注册资本认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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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取消了原有对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等硬

性规定，取消了经营范围的登记和审批，取消企业年检制度，放宽了

市场准入门槛，减轻了登记审批事项，转而把工作重点放到事后监

管上。

二、最新商事制度改革新规速览

截止到２０１６年，我国的商事制度改革工作已经稳步推进了四年，
总体而言改革突破点颇多，亮点明显，收效显著。制度改革后，现行

主要规定如下：

（一）“五证合一”和 “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五证合一”是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统

计证及社保登记证这五个证照合并成 “营业执照”一证。 “一照一

码”是将原有五个证件上的代码也合并为一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并在营业执照上进行标注。“五证合一”和 “一照一码”登记

制度适用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 （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的申请登记。这相当于让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拥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

“身份证和身份证号”。

“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是在２０１５年改革推行的 “三证合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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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继续推进的成果，在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 “税务

登记证”三证的基础上将 “统计证”和 “社保登记证”这两证也进

行了合并。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全国共计发放 “五证合一、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２３３５万张，极大地简化了申请人为 “办证”所花费

的时间和其他成本。

（二）“先照后证”

原有制度框架下，普通人要想创办企业需要跨越许多 “门槛”，

其中以前置审批这一项最难逾越。也就是说要开办一家公司，除了要

有足够的资本金外，更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许

可证。只有取得了行政许可证才能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申领营业执

照。这样的制度设计难倒了很多想创业、有创意的初期创业者，特别

是小微企业想要取得某些行业的行政许可证是非常困难的，加之行政

许可证的类型多、审批程序相对复杂、审批周期较长等因素，无形之

中都加高了创办企业的门槛。

“先照后证”就是创业者可以先到工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在取

得营业执照后再办理有关的特殊行业许可证。例如公共场所卫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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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娱乐场所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等３１项许可审批均可在获得营
业执照后再申办，且各地工商部门不得将取得行政许可证作为办理工

商登记的前置条件。申请人可以在工商部门直接申请经营范围登记，

办理营业执照，取得营业执照后再到相关审批部门办理许可手续。

“先照后证”措施的实施大幅提升了公司创办的存活率，降低了

公司的设立成本，以最高的效率促成公司尽快开展商事活动。这就好

比先让一个人很容易就能领个身份证，如果想从事一些特殊的行业，

再去考律师证、医师证、会计证等。新改革措施也在 “倒逼”各级

行政审批部门继续清理和压缩现有前置审批事项，转变政府职能，提

高工作效率。

（三）个体工商户 “两证整合”登记制度

“两证整合”主要是针对个体工商户的内容，是指将个体工商户

登记时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

记证，通过 “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改为一次申请，由

工商部门直接向个体工商户核发加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

执照。该营业执照具有原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功能，税务部门不

再发放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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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证整合”的适用范围包括个体工商户，包含港澳居民、台湾

居民、台湾农民设立的个体工商户。

（四）宽进严管的 “双随机”抽查机制

所谓 “双随机”抽查是指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对所存储数据的

分析与运算，对企业信息进行随机抽查；抽取企业信息后系统再从执

法人员中通过随机运算抽取出相对应的执法人员，由随机抽取的执法

人员完成对随机抽取的企业的执法检查，从而实现执法检查的公正、

公平和透明。

从 “双随机”抽查机制的运行方式可以看出，这一抽查机制是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规范市场执法行为的重要改革措施。抽检应用到

的 “数字执法综合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了行政执法事务的数字智能

化，也规范了行政执法等各环节的工作流程，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

缩短了工作时间。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全国通过 “双随机”抽查共有

５０４４万户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事中事后监管
方式已初见成效。

（五）信用公示 “全国一张网”

“全国一张网”是由工商总局牵头建设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通过它可以实现工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审批部门、行业主

管部门及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实时传递和无障碍交换，将各政府部门

涉及企业信用的信息登记到企业名下并可实现对外公示。举例来说，

如果登录 “全国一张网”系统，并输入 “北京全聚德”字样，该企

业的登记信息、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都会一目了然，实现了跨

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

２０１５年，该系统已经实现企业年报公示率８８３％，个体工商户
年报率７３４％，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８０３％。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全国共有７６８６万户企业公示即时信息１７３５２万条，全国２９个省
（区、市）建立了部门间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工商系统向其他部

门提供数据 １５４亿条。联合限制 “老赖”担任公司各类职务共计

７１１万人次，有效遏制了失信主体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国家企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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