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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７日发布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

情况称，目前中小企业是我国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提

供了５０％以上的税收，创造了６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

７０％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了８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在经济

增长、推动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然而总体来说，当前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快、市

场需求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转型升级面临较多困难

等问题仍困扰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而研发投入少、设计能力低、专

利申请少、新产品产值低、企业缺乏流动资金、融资困难等更是造

成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因素。因此，作为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任务。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随着经济全球化

步伐的加快，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激烈的市场竞争

使企业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科技创新在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

设企业技术中心、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自我发展、提高竞

争力的内在需求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中小企业作为科技创

新的主体，不仅要成为先进科技成果主要的吸纳者和应用者、创新

人才和资金的投入者，更要成为工业产权的主要拥有者、新技术的

主要创造者，还要成为产业发展先导技术的引领者、先进管理模式

的开拓者。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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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

我国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我

们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

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必

须紧紧抓住。

本书共分为概念篇、要素篇、评价篇三个部分。概念篇从对中

小企业界定入手，首先重点阐述了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及国内外中小

企业发展现状；其次，对科技创新的相关概念及本质特征、科技创

新与部分相关术语进行界定；最后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

模式做了总结。要素篇紧紧围绕企业内部自身要素和外部支持要

素，从技术、组织、制度、管理到财税政策、法律保障、金融支

持、社会化服务等核心要素做了详尽研究；并通过发达国家案例对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做出了建议启示。评价篇重在剖析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内涵、形成机理及构成、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测度、评

价样本数据的获取、评价方法选择，对如何正确进行中小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评价进行了梳理。全书在编写理念上跳出传统研究中为创

新而创新的纯粹理论推导，旨在挖掘并强调新形势下真正 “驱动发

展”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要素，同时阐明了如何实现对中小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的客观评价，为科研单位和有关机构采集样本、构建实

证研究数据库、科学评价区域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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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小企业相关概论及发展现状

世界经济呈现企业大型化、集团化趋向的同时，中小企业

也从未沉寂过。国际经济界、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小企业将是

２１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角。通过审视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

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足以发现，以发展中小企业

来积聚实力是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小企业在一

个国家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一支具有特殊地位的经济力量。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都已经被提升到战

略性的高度予以重视，成为各国２１世纪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一节　中小企业界定

中小企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本行业的大企业而言

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中小企业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产业部门也有不

同的标准。我们应结合生产力发展、国家经济阶段发展及产业

发展的要求，坚持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小

企业。另外，许多国家没有中型企业的概念，因此对中小型企

业更加难以界定。对于如何界定中小企业，各国至今也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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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统一明确的概念。通常经济学所提到的中小企业，都是指在

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其生产经营规

模较小，不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因此，如何划分企业的

大小取决于用什么标准来划分。本节从对现行中小企业界定原

则的分析入手，详细概述了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界

定标准，以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小企业概念。

一、中小企业界定原则

对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界定既可以从定性的角度也可以从

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任何国家和地区无论其经济发展处

于何种水平，在进行中小企业界定时，都需要遵循下述几个基

本原则。

１．以广泛调查为基础，以政策支持为指导的原则

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应有助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有效实

施。因此，从界定的程序上，必须以对各种规模的企业的广泛

调查为基础，首先找出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之所在，对症下药，

建立自上而下的中小企业扶持体系，制定帮扶措施并与之配合

界定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

２．多指标原则

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这一特点在中国、美国等

一些大国尤为明显，单一的界定指标不可能将全部的中小企业

都比较准确地涵盖其中。因此，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也应该是

包含一组指标的组合。首先，应对中小企业有质的规定。既然

对中小企业扶持的长期目标在于创建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对

在一个行业中居于从属地位的企业而言，都应享有接受扶持的

权力。所以，质的规定应以 “在所处行业中不占主导地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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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其次，在量的指标方面，雇佣人数、营业额和资本额等指

标不仅在统计上具有简便易行、包容性强、利于比较等特点，

也能够直接反映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的特征，应该被定为主要

界定指标。

３．规模细分原则

中小企业涵盖广泛，不同行业各有特点，同一行业内部的
中小企业也因规模差异而形成各自的优势、劣势。因此，在重

新界定中小企业概念时，不仅应当考虑行业差别因素，将无法

采用同一标准的行业分别规定，对一个行业内的中小企业也应

做进一步的规模细分。建议在中小企业这一大的范畴界定时采

取宽松标准，而在中小企业之下，细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

零星企业三个层次，分别界定，分别扶持。这样有利于避免宽

泛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造成的扶持政策在实施时出现 “排挤效

应”。

４．适时调整原则

企业规模是一个相对概念，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不能一成
不变。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成长，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要适时

调整，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也要随之调整。

二、国外中小企业界定标准

中小企业是企业规模形态的概念。一方面它具有决定自身
本质的内在的 （质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有量的界线。前者体

现在中小企业定性的界定标准上，后者则是体现在中小企业定

量的界定标准上。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一般就是从这两方面来

界定的。

１．美国

美国以法律的形式对小企业做了详细的界定，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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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规定，同时辅以 “质”的规定，见表１－１。美国１９５３年

设立的小企业管理局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对小企

业的界定为：雇员人数在１　５００人以下，或雇员人数在１　０００人以

下、年营业额在５　０００万美元以下的制造业企业；年营业额在

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农业；年营业额１００万～９５０万美元之间的零

售业、建筑业企业以及９５０万～２　２００万美元之间的批发业企业，

几乎囊括了９９％的工商企业。同时美国１９５３年颁布的 《小企业

法》（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ｓ）规定：凡是独立所有和经营，并在

同行业中不占垄断地位的企业均可视为小企业。美国组织学家

Ｌ．Ｅ．格雷纳 （Ｌ．Ｅ．Ｇｒｅｉｎｅｒ）经过研究认为，中小企业作为一

种组织，一般会经过依靠创新成长、依靠指导成长、依靠授权

成长、依靠协调成长、依靠并合作成长五个阶段发展为大型企

业组织。因而以这五个阶段为依据，可以判定一个企业是否是

中小企业。采用质和量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使政府在实施小企

业扶持政策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这是从性质上对小企业的

规定。

２．日本

根据日本１９９９年 《新中小企业基本法》的规定，所谓中小

企业是指制造业包括建设业、运输业，资本额或者出资总额在３
亿日元以下的公司和常用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的公司及个人。并

且规定批发业资本金在１亿日元以下，从业人员１００人以下；服

务业资本金在５　０００万日元以下，从业人员１００人以下；零售业

资本金在５　０００万日元以下，从业人员５０人以下。日本的中小企

业定义是法律规定的，并且从业人员数和资本金数只是根据量

的标准规定。量的标准也会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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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美国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演变

阶段 中小企业界定标准

第一阶段
１９５３年 《小企业法》规定为：私人所有、独立经
营并且在所经营领域中不占支配性地位

第二阶段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最初定义：资产额在１　０００万
美元以下或雇员人数在５００人以下

第三阶段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修改后的定义：雇员人数在
５００人以下或营业额在５００万美元以下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 （符合下列条件中两
项或以上）： （１）企业所有者同时也是经营者；
（２）企业的资本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的；（３）
企业产品的销售范围主要在当地； （４）与同行业
的大企业相比规模较小

第四阶段 （当前） 雇员人数５００人以下

资料来源：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情报所综合情报研究室编译，美国小企

业法，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美国法典：商业贸易法海关法卷，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袁美娟，世界小企业的发展与借鉴，天津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

表１－２　日本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演变

时间 制造业等 批发业 零售业 服务业

１９９９年
从业人员３００人
以下或资本额３
亿日元以下

从业人员１００人
以下或资本额１
亿日元以下

从业人员５０人
以下或资本额
５　０００万日元以
下

从业人员１００
人以下或资
本额５　０００万
日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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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时间 制造业等 批发业 零售业 服务业

１９６３年
从业人员３００人
以下或资本额１
亿日元以下

从业人员１００人
以下或资本额
３　０００万日元以
下

从业人员５０人
以下或资本额
１　０００万日元以
下

从业人员５０
人以下或资
本额１　０００万
日元以下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４６年
１９４０年

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或资本额１　０００万日元以下
从业人员２００人以下
从业人员１００人以下

注：①表中制造业等涵盖矿业、建筑业、电气、燃气、供热、水道业、

运输、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等；②表中批发业包括饮食业；③从

业人员包括经常性雇员、个人业主，有薪管理者、无薪的家族职工等，但不包

括企业各分所、分社与分店的职员。

资料来源：表中１９４０ 年、１９４６ 年、１９５０ 年数据取自日本官方法规，

１９６３年、１９９９年数据取自 《中小企业基本法》 《中小企业白皮书》和其他官

方法规文件。

３．欧盟各国

在欧盟，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占到欧盟各国所有企业的

９９％，累计提供了数千万个就业机会。欧盟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３日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中小企业标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９６／２８０／ＥＣ），

规定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执行，应用于发布的规定和文件，并且建议

成员国、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投资基金采用这一标准，允许采

用较低的标准。在考虑到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小企

业标准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欧盟重新修订了１９９６年的标准，并

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６日出台了新的标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３６１／ＥＣ）。在此次修订中，对于雇员人数划分标准仍维持１９９６
年的规定不变，但雇员人数相对应的销售额和总资产额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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