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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合理结构特征像 “金字塔”，中小企业位于金字塔的底部和中部，

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则位于塔顶。不能否认，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多少决定着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中小企业数量的多少和强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

繁荣程度，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凡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的数量

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往往处于较高的水平，而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占比

相对较低。作为后发展的地区，广西更应重视发展中小企业，通过中小企业

的兴旺发达来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广西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研究———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

这本书饱含着作者对广西中小企业发展的关切，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作

为作者的导师，我看到书稿后非常欣喜。作者始终没有偏离中小企业这一研

究领域，早在２００２年，她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为 《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中小

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开始了对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这十年中，我时常见到她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研

究的论文，这次见到她的研究成果能付梓成书更是高兴。本书的选题很有新

意，抓住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召开给广西带来的机遇这一视角，选取了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背景来研究广西的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非常具有

时代气息。同时，研究广西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为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

题提出解决对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将会起到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广西区

域经济发展。

本书全面地分析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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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广西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广西中小企业在经济、科技和社会各方面

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已成为推动广西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创新、为大企业服务、增

加市场竞争等作用。然而，广西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产品市场占有率低、

技术装备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不高等原因，在与大企业的激烈竞争

中处于劣势，在融资方面更是存在困难，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往往

不愿意向资金规模小、信息透明度低、经营风险和放款成本都较高的中小企

业提供贷款，这造成中小企业资金供应严重短缺。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桥头堡，具有沿江、沿海、沿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优势，将进入加

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盘活广西的存量和增量经

济资源，解决广西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 “麦克米伦缺口”，切实破解广西中

小企业融资难题成为当务之急。

本书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视角来看待广西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

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体现了较强的前瞻性和时代性；通过对广西目前中小

企业融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探寻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之道，以期为

广西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我区各类中

小企业经营者的战略决策与具体的发展措施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广西各商业

银行的金融创新，提供一系列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欣然为本书作序，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同时也希望有更多

的人关注广西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祝愿广西的中小企业繁荣兴旺，祝愿

并相信我们广西尽快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广西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林元辉 广西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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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小企业的特征及其作用

第一节　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一、国际上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中小企业历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规范

的、统一的适应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定义。从世界范围来看，美、英等国

对中小企业的分类更具体，把 “小企业”（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作为单独的一个

企业类型来考察，日本和韩国将 “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在我国

现有的文献中，“中小企业”是一个常见的提法，笔者考虑到资料的可得性，

在此沿用这一提法。应该说中小企业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国家因国情不同

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不太一致，同一国家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对中

小企业概念的界定。各国对中小企业概念的界定包含着很强的目的性，确认

中小企业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支持中小企业

的发展。

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综合起来看无非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即定

性的指标界定和定量的指标界定两个方面。定性的指标主要指企业所有权、

经营权的归属、企业的融资方式及企业在所处行业中的地位等。定量的指标

主要包括企业从业人数、实收资本额、资产总值及年营业额等。表１—１收

集了１７个工业化国家 （或地区）在界定中小企业概念时选用的指标：（＊表

示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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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研究

表１－１　世界各国 （或地区）界定中小企业概念的指标选用

国家 雇员人数 实收资本额 资产总额 年销售额
所有权、经
营权归属

融资方式
在行业中
所处地位

美国 ＊ ＊ ＊ ＊

加拿大 ＊ ＊

墨西哥 ＊

英国 ＊ ＊ ＊

德国 ＊

法国 ＊

意大利 ＊

荷兰 ＊

丹麦 ＊

爱尔兰 ＊

日本 ＊

韩国 ＊ ＊

菲律宾 ＊ ＊ ＊

新加坡 ＊ ＊

泰国 ＊ ＊

香港地区 ＊

台湾地区 ＊ ＊ ＊

从表１－１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这１７个工业国家 （或地区）在选用用于

界定中小企业概念的指标时的特点。 “雇员人数”是认同度最高的指标，所

有的１７个国家 （或地区）均选用了这一指标；有４个国家 （或地区）还选

用了 “年销售额”作为辅助指标；“实收资本额”和 “资产总额”也被少数

国家采用作为界定指标。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些国家中使用较多

的指标均为定量的指标，只有美国和英国选用了定性的指标。由此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界定中小企业时所选用的指标都是量的指标，

而非质的指标。

以下是世界上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关于中小企业的具体界定：

（１）美国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１９５３年，美国制定了 《中小企业法》，

其中以质的指标为中心对中小企业进行了界定，定义为：独立经营且不处于

行业支配地位的小规模企业。然而，单纯定性层面的界定难以满足美国中小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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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小企业的特征及其作用

企业管理机构在财政、金融方面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还需要采用定量的指标

对不同产业及产业内部的不同业种作出详细的规定，以方便政策上的操作。

１９９８年１月，工业和批发业采用职工人数作为界定指标。工业内部对不同业

种进行界定的数量上限不一致：其中，有３４２个业种的界定标准是５００人以

下，５６个业种是７５０人以下，５８个业种是１０００人以下，这些规模以下的企

业属于中小企业。

（２）英国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政府设立了专

门的调查委员会对其国内的中小企业问题进行调查，１９７１年，调查委员会认

为具有市场份额相对小、企业所有者个人经营、不隶属于大企业的独立经营

企业这三大特点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这种界定也是属于质的层面上的。但

是，在后来的统计上，英国也在从业人员数量和营业额这两项指标上给予中

小企业量上的界定。例如，制造业中职工人数在２００人以下的企业属于中小

企业。但也存在一些例外，电机、造船、汽车等行业规定５００人以下的企业

属于中小企业。总体而言，英国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具有较大的弹性，存在

多种定义标准。

（３）德国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德国的各州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不一

样，各州制定了各自的中小企业振兴法，而联邦没有相应联邦中小企业法，

对中小企业也没有对应的完整定义。在统计定义层面，德国中小企业研究所

对中小企业有以下四种界定：首先，从业人员５００人以下且年销售收入在１
亿马克以下的工业企业；其次，从业人员在２００人以下的批发企业；再次，

从业人员在１００人以下的零售企业；最后，从业人员在５０人以下的服务业

企业。

（４）日本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日本在１９６３年出台了 《中小企业基本

法》，界定了中小企业的相关指标：资本金在５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的工矿业企业

属于中小企业；资本金在１０００万日元，且从业人员在５０人以内的批发、零

售和服务业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这两个标准若只满足其一也可以认定为中小

企业。１９７３年，日本修改了 《中小企业基本法》，修改后的中小企业界定标

准：工矿业是资本金在１亿元以下，且从业人员在３００人以内的企业；批发

业是资本金在３０００万日元以下，且从业人员在１００人以内的企业；零售和

服务业是资本金在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且从业人员在５０人以下的企业。

（５）法国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法国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法。在统计

上，法国普遍采用其国家统计经济研究所对中小企业的从业人数界定指标。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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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标准是：工业企业５００人以下，商业企业２００人以下为中小企业。

（６）韩国在１９８２年修改了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修改后的标准为：

工业 （制造业、矿业、运输业）企业从业人员在３００人以下，建筑业企业在

２００人以下，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企业在２０人以下为中小企业。

总之，各国 （或地区）对中小企业定量的界定因国家和行业以及不同的

历史时期而定。但若按从业人员构成划分，多数国家 （或地区）把５００人以

下的企业视为中小企业，５０～１００人的视为小企业。从定性的界定来看，只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对中小企业进行了质的定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在

行业中不占控制地位”这个指标，其次是 “管理方式”。

二、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主要体现在数量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

对企业类型进行了四次大的划分。第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国家计委、国家建委

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和大中型划分标准的规定》，基于

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分级管理的需要区分了大中小型工业企业。第二次是１９８８
年，政府出台的 《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这一标准从生产能力、生

产设备数量、固定资产原值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界定。第三次是２００３年，

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这一通知文件对中小型企业内涵

进行了比较科学的阐释，以比较明晰的数量标准划分中小企业。第四次是

２０１１年６月，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

及财政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

企业 〔２０１１〕３００号），依据行业的不同对中小企业做了详细的划分，具体从

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等指标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和

微型三种类型。

２０１１年６月发布的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具体规定如下：

（１）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２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５０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５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２）工业。从业人员１０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４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３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３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３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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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筑业。营业收入８００００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８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６０００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５０００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３００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３００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３００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３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４）批发业。从业人员２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４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２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５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５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５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５）零售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２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５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６）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１０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３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３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３０００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２００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２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７）仓储业。从业人员２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３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８）邮政业。从业人员１０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３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３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从业人员２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９）住宿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１０）餐饮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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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１１）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２０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１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１０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５０万元

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５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１３）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２０００００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１００００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５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１００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２０００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１４）物业管理。从业人员１０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５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３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１０００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０人以下或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１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或资产总额１２００００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８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１００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或资产总额１００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１６）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１００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１０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依据以上划分标准，我国中小企业规模的具体划分标准详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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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我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小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００～２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 ＜５０

工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３００ ＜２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３００

建筑业
营业收入 万元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６０００ ＜３００

资产总额 万元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００

批发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２０～２００　 ５～２０ ＜５

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零售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５０～３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００～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

交通运输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３００ ＜２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０ ＜２００

仓储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 ＜２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

邮政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３００ ＜２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

住宿餐饮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

信息传输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

软件与信息
技术服务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５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

资产总额 万元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数 人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００ ＜１００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数 人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

注：上述行业中，如果存在两项评价标准，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项评价标准即可。资料来源：
工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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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企业的概念明显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以生产能力作为企业

规模的界定标准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尤其

是中小企业，私营经济占有较大份额，以生产能力为标准来界定企业规模的

弊端逐渐显露出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由国家计委牵头，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

委和财政部共同参与制订了 《大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该标准仍将企业分为

四大类，其中，特大型企业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５０亿元以上；

大型企业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５亿元以上；中型企业为：年销售

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其余的均为小型企业。这一标准的最

大缺陷，是忽略了中国企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以及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企业的界定标准也应该逐步向国际

惯例靠拢。在目前的我国中小企业研究领域，中小企业概念的重新界定已经

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旨在为研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前提，

笔者在此无意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完美的定义，但可提供一些建议：

第一，应对中小企业作 “质”的界定。在质的几个主要指标 （所有权、

经营权归属、融资方式、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中笔者认为应该选取 “在行

业中不占主导地位”为标准。因为这一标准反映了最根本问题，中小企业在

一个行业中属于从属地位，因而受到种种制约，包括融资在内的许多问题都

需要关注。

第二，改进中小企业定量的指标的选择。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主要依

据 “雇员人数”、“营业额”、“资产总额”来界定中小企业，因为这些指标在

统计上具有简便易行、包容性强、利于比较等特点，也能够直接反映出产业

结构和市场结构的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小企业界定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小

企业是指在行业中不占主导地位，雇员人数、年营业额、资产总额在规定的

标准以下的企业。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中小企业是典型的弱

势群体，应该引起有关各方的广泛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应在关注的范

围内。

第二节　中小企业的发展特点

一个国家经济中的企业的合理结构的特征像 “金字塔”，中小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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