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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同，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融资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显得特别突出，情况
也较为复杂。
本书无论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的原因分析方面、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方面，还是在对过去情
况的回顾总结、对未来框架的展望勾勒方面都力图一个&ldquo;新&rdquo;字，以求在优化我国中小企
业融资结构、规范融资行为和提高融资效率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为解决目前困扰我国中
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奉上&ldquo;绵薄之力&rdquo;。
　　本书由高正平和杨克成等人共同完成。
天津财经大学高正平教授对全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总体设计和安排，撰写了相关章节的内容，
并对本书内容作了最后审定。
杨克成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统稿。
本书各章作者如下：第一章：刘卫锋；第二章：肖蕊；第三章：肖蕊；第四章：杨克成；第五章：刘
卫锋；第六章：杨克成；第七章：高正平、刘植才；第八章：李睿；第九章：高正平；第十章：高正
平。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已经发表的文献，在此谨向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偏差和疏漏、观点与阐述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2004年6月于天津财经大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小企业融资新论>>

内容概要

　　《中小企业融资新论》无论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的原因分析方面、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
方面，还是在对过去情况的回顾总结、对未来框架的展望勾勒方面都力图一个&ldquo;新&rdquo;字，
以求在优化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规范融资行为和提高融资效率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有益的探索，
为解决目前困扰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奉上&ldquo;绵薄之力&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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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正平，男，1954年生于河北，博士，教授。
现担任天津财经学院副院长及中国金融人才委员会常务理事、2l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编委会
委员。
长期从事金融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作主要有《证券公司风险规避与管理》、《政府在风险投资中
作用的研究》、《完善我国投融资体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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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地方国营工商企业大量增加的时期    这个时期为1960年到70年代中期。
由于这类企业由国家和地方负责筹集资金建设，因此企业的初始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少数企业接近大
中型企业规模。
例如《1966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强调指出，“地方工业应当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要积极发展地
方的钢铁厂、煤矿、电站、机械厂、化肥厂”五小企业。
1970年是地方“五小”工业项目上的最快的一年，全国当年有近300个县、市动工兴建小钢铁厂；有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兴建手扶拖拉机厂、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具厂、配件厂；有90％的县修
建了自己的农机修造厂。
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地方小钢铁厂的炼钢能力比上年增长了1．5倍，生铁产量增长了l.8倍；小化肥
厂生产的化肥和合成氨比上年增长了60％和70％，小水泥厂和小化肥厂的产量已经占全国产量的40％
。
同时在一些过去经济不发达的省、自治区建立了一些纺织、制糖、日用化工小五金和小百货等轻工业
项目。
1970年是继1958年之后地方小型工业项目建设再次大发展的一年，可以说通过这一时期的企业规模调
整，基本上改变了我国中小企业规模过小和大中型企业空白的状况，使企业在各个规模层次上都有了
鲜明的分布。
    四、体制转换时期(1979年以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大发展。
其基本特点为：(1)所有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转变。
以1995年的工业总交货值为例，国有工业占30．9％，集体工业占42·8％，城乡个体工业占13．2％，
其他类型工业占13．1％。
(2)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的深化，我国中小企业较大型企业正逐步成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3)企业数量和交货值总量高速增长。
以工业为例，1995年同1982年相比我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38．86万户，其中大中型企业为2．30
万户，中小企业为56．91万户，中小企业数占总数的96．11％，所创交货值占总值的49．42％。
1995年同1982年相比，中小企业的数量增加了48．5％。
这一时期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城市集体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
    (一)城镇集体企业的大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在商品、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强大的就业压力
双重影响下，我国城镇集体企业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选择“重‘重’轻‘轻’”，过分偏向工业特别是
重工业的发展而轻视轻工业，使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
在多数大型企业冗员充斥现象日益严重的同时，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行业和诸多服务
型行业，却又存在人员不足的问题。
思想认识发生失误，对非公有制成分采取限制措施，甚至消灭的做法；对集体经济盲目的“升级过渡
”，使经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中小型工商、服务业的比重大幅缩减；落后的第三产业使我国城镇就业
渠道狭窄，吸纳就业能力过于低下。
特别是从1978年起，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使就业问题更加严峻。
    在此背景下，1978~1979年政府提出了要广开就业门路，发展集体经济的方针。
劳动管理部门开始组建劳动服务公司，负责引导返城知青兴办集体中小企业。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国营
经济和集体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该决定要求有条件的厂矿企业和机关团体积极兴办劳动服务企业，发展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经
济，帮助待业的职工子女就业。
在政府的推动下，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了大办集体企业的热潮，除了劳动部门组织劳动服
务企业外，厂矿企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以及街道办事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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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在劳动服务企业的名义下组织待业青年就业，可喜的是有些待业青年自杆组织创办集体企业。
所以．新兴的城镇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
    由于这批集体企业的兴起和原来老集体企业的恢复活力，20世纪80年代城镇中小企业的地位迅速上
升。
1978~1982年城镇集体企业共吸纳安置就业人数达1237．9万，而到1990年城镇集体职工人数从1978年
的2048万增加到了3549万，增长了71％，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在全部就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78
年的21．2％上升到24．1％。
    (二)乡镇企业的兴起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6月12日曾热情赞扬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解决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出路问题”。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致，与我国国情相符合。
在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非农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已经是一个
共同的趋势。
而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极其庞大，原有大城市和新兴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等发展滞
后，无法容纳如此规模的人流入城。
发达国家所走过的，以农民大量破产、流离失所、自发涌人大城市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无法在中国
开展实施，这客观上就要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开辟就业门路，在农村小城镇大力发
展第二、第三产业。
这样既能避免工业大量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过于膨胀的弊病，同时又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使他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走上“先富带动共同富裕”的道路。
对农村农民进城这一问题的认识及对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重视，然而因为
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而告终。
例如，在“大跃进”中，依靠行政手段，不顾社会经济效果，违背经济规律强行兴办的社办工业企业
在1958年达到260万个，而四年后的1962年只剩4．5万个，在四年后的1965年仅剩1．2万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与资源基础。
自1979年起社队企业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同时农民兴办的企业发生了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一是原先单
一的社队集体企业演变为乡办、村办集体企业；二是部分农民从养殖业中游离出来兴办个体企业、联
户企业和私营雇工企业。
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情形下，农民办企业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1983年社队企业户数达到134．6万，从业人数达到3234。
6万；1984年到1988年发展速度更快，在这五年中，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平均增长24．2％，到1988
年达到9545万人；乡镇企业交货值平均增长47．4％，1988年达到7000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
以上，高达56％。
    从新中国建立后到这个时间内，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仍然是曲折的。
因而，对于这段时期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和意义的评价也是复杂的。
概括地讲，一些旧社会遗留的中小企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如上文所述，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国当
时的经济基础，为稳定当时的国民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采取
了一些有悖于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
造成了一些不良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不但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严重阻碍
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通过横向比较当时世界上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尤其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
我们就能体会到我国没有合理或正确发展中小企业所带来的损失，从而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大力发
展中小企业对于我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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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引起
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融资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显得特别突出，情况
也较为复杂。
本书无论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的原因分析方面、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方面，还是在对过去情
况的回顾总结、对未来框架的展望勾勒方面都力图一个“新”字，以求在优化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
、规范融资行为和提高融资效率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为解决目前困扰我国中小企业的融
资难问题奉上“绵薄之力”。
    本书由高正平和杨克成等人共同完成。
天津财经大学高正平教授对全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总体设计和安排，撰写了相关章节的内容，
并对本书内容作了最后审定。
杨克成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统稿。
本书各章作者如下：第一章：刘卫锋；第二章：肖蕊；第三章：肖蕊；第四章：杨克成；第五章：刘
卫锋；第六章：杨克成；第七章：高正平、刘植才；第八章：李睿；第九章：高正平；第十章：高正
平。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已经发表的文献，在此谨向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偏差和疏漏、观点与阐述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  者                                              2004年6月于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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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无论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的原因分析方面、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方面，还是在对过去情
况的回顾总结、对未来框架的展望勾勒方面都力图一个“新”字，以求在优化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
、规范融资行为和提高融资效率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为解决目前困扰我国中小企业的融
资难问题奉上“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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