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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热点——打掉中小微企业“钱”途拦路虎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 鹤 徐 淼

全国两会已拉开帷幕，中小微企业再次成为

重点关注对象。

全 国 政 协 委 员、福 耀 玻 璃 集 团 董 事 长 曹 德

旺 在 接 受《中 国 贸 易 报》驻 两 会 记 者 采 访 时 指

出：“现在，中小微企业发展存在不少拦路虎，一

定得打掉。”对于拦路虎，曹德旺解释，融资难是

拦 路 虎 之 一 。 中 小 微 企 业 很 难 在 银 行 贷 到 款。

在 许 多 地 方，一 些 企 业 被 迫 用 高 利 息 从 民 间 借

贷，利润甚至还不够支付利息，企业倒闭现象时

有发生。

“ 不 仅 融 资 难 ，负 担 还 重 。 近 年 来 ，受 原

材 料 价 格 上 涨 、用 工 成 本 增 加 等 因 素 影 响 ，

民 营 企 业 ，特 别 是 中 小 微 企 业 的 负 担 可 不

轻 。”曹 德 旺 说 ，“ 中 国 离 不 开 小 微 企 业 ！ 它

们 虽 然 规 模 小 ，但 是 数 量 众 多 ，是 吸 纳 就 业

的 生 力 军 啊 ！”

在曹德旺看来，大企业是嘴巴，中型企业是

胃，中小微企业是末梢神经。如果中小微企业遇

到经营困难，大企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他建议，

国家应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解决融

资难的问题，同时减税、减费，让中小微企业减轻

负担。他还希望大家摒弃浮躁之心，多做一些能

够改善营商环境的事，多做一些有利于中小微企

业发展的事。

多年前的温州老板“跑路潮”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了

民间借贷身上。在民间炒钱风潮下，有人一夜暴富，有人

倾家荡产。时至今日，这股风潮的影响犹在。其反映出

的不仅是民间借贷的“高额代价”，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

出企业对融资的迫切需求。

自 3 月 1 日起，全国首部地方性金融法规《温州市民

间融资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与此配套施行的还有《温州

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至此，首次被赋予合法

身份的民间金融将有望走出“灰色地带”，进一步“阳光

化”。但事情远未结束，为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

题，把中小企业发展的潜在能量发挥出来，改革还要继

续深入。

银行门槛高 催生民间借贷

近两年，国 内 物 价 持 续 上 涨，人 力 成 本 持 续 走 高，

再 加 上 政 府 为 稳 定 经 济 持 续 收 紧 货 币 政 策，导 致 企 业

贷 款 利 率 不 断 提 高，民 间 资 本 利 率 也 不 断 上 扬 。 而 民

营 企 业 ，尤 其 是 占 比 99% 的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难 度 加 大 。

约 60% 的 民 营 企 业 在 银 行 贷 不 到 款，面 临 着 资 金 使 用

成本昂贵、资金链断裂风险增大等问题，不少企业只能

铤而走险。

企业想找钱，最先想到的无疑是银行，但在这里，很

多企业却不能如愿以偿。国家统计局调查问卷显示，2013

年第一季度，在有银行借款需求的小微企业中，66%的企

业未能从银行获得借款，12%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少部分借

款，13%的企业从银行获得大部分借款，仅有 8.5%的企业

从银行获得全部借款。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市长郑新聪认为，中小

企业融资难主要是由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两信”不对

称，一个是信用不对称，一个是信息不对称。

而从经济角度来看，企业闹钱荒与资本的逐利性密

不可分：一方面是银行缺钱，股市缺钱，中小企业缺钱；另

一方面却是货币的供应量充裕，不少大型企业大量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游资仍在寻找炒作概念。资金错配和资

金套利的两把利剑将企业融资戳得千疮百孔。更严重的

是，民营企业“先天性不足”，银行却过度强调资金的营利

性和安全性。

在经历了从银行贷款难之后，很多企业想到了具备

无穷活力的民间，由此催生了无数正规或非正规的民间

融资机构。

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民间融资超过 3 万亿元，

两年来，民间借贷存量资金增长 28%，并延伸出第三方支

付、认证、评估、催收等服务市场。目前，我国小贷公司已

有 近 7000 家，村 镇 银 行 有 1700 多 家，典 当 行 有 6000 多

家。如果将地下钱庄、高利贷等地下金融算在内，民间融

资的规模将更为惊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

席辜胜阻此前在浙江的调研显示，80%以上的小微企业不

得不通过民间融资解决资金需求，而该省民间借贷的平

均利率在 30%左右，使许多企业面临“不借等死，借钱找

死”的两难境地。

“根据我们课题组最新的跟踪研究结果，目前,我国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民营

企业融资难的情况还相当普遍，融资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

可持续发展和做强做大的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在融资需

求推动下，非法融资、各类变相融资方式层出不穷，产生了

巨大的风险。”长期从事民间金融研究并为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以及多个部委提供研究报告的广东省社会科学

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境外热钱研究专家黎

友焕对记者表示，“我们认为，国内金融环境按照目前的情

况发展下去，可能很难避免出现新的民间资金拆借风险。

我们的调研情况表明，一些涉及资金融资或拆借的民间金

融组织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很

可能演化为民间金融资金链断裂的新金融风险。”

合理疏导民间信贷 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辜胜阻曾撰文表示，缓解中小微企业困境需要政府、

银行和企业共同发力。

其实，面对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家到地方都在从政策层

面疏通融资渠道，《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出台就是国

家开出的一剂良方。据悉，该条例施行的首个工作日，温州

市共登记备案 67 笔，共计近 1.4 亿元。11 个县（市、区）和温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均有市民登记备案。

但是，黎友焕表示，国家各级部门对当前民间金融的情

况不能说不重视，近几年从上到下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相关

规定和应对方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大部分都是轰轰烈烈走过场，甚至出台政策就像演

大戏，戏演完也就没有下文了。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

没有找到一条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融资难的方法，这么多

的政策不仅没能缓和民间融资难的局面，还由于政策的失

灵推动了民间融资环境和制度的扭曲，加剧了民间融资市

场的矛盾。我们调研认为，之所以出现以上政策后果，根本

原因是出台政策的官员和部门可能都是坐在衙门里面拍脑

袋做决策，实际调研不多，针对性不强。”

黎友焕认为，针对当前民间融资难的特点出台有针对

性的有效措施是最重要的，绝对不是玩概念和摆花架子。

如果让出台政策的官员多到融资难的中小企业间走走问

问，一定可以找到相关的应对措施。

而据记者了解，有着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全国政协

委员、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已在

两会提案中建议，充分借鉴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模式，由各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

通过立法形式将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并根据年度代偿损失情况及时增资，强化担保基金承保

能力。同时，将金融机构投入、小企业会员费以及民间投

资作为基金补充资金的方式，打造政府出资为主、其他多

元化资金为辅的投资机制，实现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

的健康发展。

此外，两会上，还有提案建议民营企业苦练内功，拓

宽融资渠道，运用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等方式，吸收民间

资金作为投资，抓住国家推出新三板的政策机遇，优秀中

小企业要创造条件上市融资，大胆尝试融资租赁。

全国政协委员、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此前就表示，证

监会正主持修改完善创业板相关规则。今年两会，他将

建言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升为国家战略。

税 负 压 力 大 、融 资 难 一 直 困 扰 中 小 企

业 。 不 仅 学 者 、企 业 家 在 持 续 呼 吁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也 一 直 在 求 解 ，但 奈 何 知 易 行

难 。 从 目 前 的 情 形 看，中 小 微 企 业 仍 在 为

“ 钱”途 发 愁。

不 过 ，业 界 预 计 ，2014 年 全 国 两 会 后 ，

中 国 金 融 改 革 仍 将“ 继 续 小 步 深 入”，其 中

的重要一项就是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支

持，包括批准建立民营银行、引入存款保险

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制度、进一步放宽

非银行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并规范民间

借贷等。

这种小而缓的动作幅度或许不能立即

让 全 体 中 小 微 企 业 受 益，但 却 能 把 钉 子 砸

死 ，最 终 打 造 一 座 无 畏 风 雨 的“ 金 库 ”，惠

及各类企业。

“ 现在，企业员工的工资每人每月至少要

2000 元至 3000 元。一家有 10 名员工的小微企

业，每月的工资开支为 2 万元至 3 万元，加上原

材料、设备、厂房、水电等费用，如果月销售额只

有 2 万元，那是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提案中为小微

企业算了一笔账。

其实，为了让中小企业活下去，除了解决融

资难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降低中小企业的生

产成本和税费成本。多年来，中小微企业队伍

庞大，且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压力。

工 信 部 全 国 企 业 负 担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税

收 已 成 为 企 业 运 营 的 主 要 压 力 ，高 达 74% 的

企 业 反 映 税 收 负 担 较 重 ，认 为 当 前 国 家 最 迫

切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是 减 轻 企 业 税 收 负 担 ；而

83% 的 企 业 对 政 策 的 首 要 建 议 是 进 一 步 出 台

税收减免措施。受税费负担过重等多种因素

影响，当前企业的生存环境较为严峻，破产倒

闭不时出现。

对此，周德文建议，2014 年，应进一步提高

企业税收起征点。

中小企业贡献大 税负重

在成本全面高企的背景下，繁重的税费盘

剥着中小微企业本就微薄的利润空间。此前，

有调查资料显示，小企业需要缴纳包括所得税、

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在

内的 20 多种税项。一些企业主反映，如果把各

种隐性、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

40%以上，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

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宋辉从税务角度

为记者分析了中小企业闹“钱荒”的原因：一是

就增值税而言，中小企业基本都属于小规模纳

税人。尽管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

为 3%，比之前的 15%、17%少了很多，但小规模纳

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从而导致其实际税

负要高于一般纳税人。二是中小企业的企业所

得税率较高。《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所

得税的税率为 2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

过 3000 万元的工业企业或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资产总额不

超过 1000 万元的其他企业属于“中小型微利企

业”，其所得税率为 20%。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中

小企业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几乎无法享受 20%

的所得税税率。

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财政政策报告 2013/2014》称，2013 年，我国人

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其中，90%以上的税收收

入来自企业。这其中，中小企业又有多少贡献？

周德文直言，中小企业在这 90%以上的税收

收入中大约占了 60%。在他看来，中小企业实际

上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税负重是没有

道理的。

减税政策频出台 收效甚微

其实，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扶持中小

微 企 业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为 中 小 微 企 业 减 负的

政策。

据宋辉介绍，2013 年，“ 营改增”范围已推

广到全国，对第三产业以及和第三产业有关的

产业企业起到一定的减税作用。税务机关对小

微企业及科技环保类企业也给予了税务优惠，

如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里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

单位，暂免征收增值税；对营业税纳税人中月营

业额不超过 2 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

免征收营业税。

从 2013 年 的 一 系 列 减 税 措 施 来 看 ，政 府

已经意识到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但全国政协

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示，1982

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

过 重 问 题 的 若 干 规 定》，30 多 年 来，虽 然 各 项

降 税 减 负 政 策 密 集 出 台 ，但 企 业 负 担 过 重 的

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财政部经济建设

司 去 年 发 布 的《2013 年 上 半 年 产 业 经 济 运 行

分 析 及 建 议》报 告 称，当 前，中 国 企 业 税 费 负

担 较 重，综 合 考 虑 税 收、政 府 性 基 金、各 项 收

费 和 社 保 金 等 项 目 后 的 税 负 高 达 40% 左 右 ，

超 过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OECD）国 家 的 平

均水平，居全球高位。

“ 一 系 列 为 中 小 微 企 业 减 负 的 政 策 体 现

了国家的关心和支持。”周德文指出，目前，多

数 企 业 仍 然 很 难 或 很 少 享 受 到 减 税 优 惠 ，减

负 效 果 不 大 。 他 以“ 对 月 销 售 额 不 超 过 2 万

元 的 小 微 企 业 暂 免 征 收 增 值 税 和 营 业 税 ”为

例 指 出 ，这 一 政 策 的 范 围 和 规 模 可 谓 是 不

小 。 但 据 几 位 企 业 家 朋 友 介 绍 ，由 于 以 月 销

售 额 2 万 元 为 企 业 税 收 起 征 点 ，这 一 政 策 对

从事实体经济尤其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

来 说 没 有 多 大 作 用 ，只 对 家 庭 作 坊 或 小 型 商

贸企业起到扶持作用。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

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表示，从政策层

面看，“ 营改增”已在全国推开，对小微企业的

免 税 将 惠 及 600 万 户 企 业 。 政 府 要 进 一 步 在

资源占有、要素使用、市场准入以及财产权保

护等方面对中小微企业给予平等待遇和适当

倾斜。

而 周 德 文 则 特 别 建 议 ，对 从 事 实 体 经 济

尤 其 是 从 事 制 造 业 的 中 小 微 企 业 税 收 起 征

点，由月销售额 2 万元调至 10 万元；对月销售

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中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

税和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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