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政策出台后，受
到中小微企业的热烈欢迎。

■整理/三湘都市报记者 卢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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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05

中小微企业的战略定位，应该是
“小而美”的

8月21日-23日，“2013年中
国中小企业创新高端论坛” 在河
北省艺术中心举行。 论坛汇聚了
2500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
中小企业家， 着重关注中小企业
面临的“信息、资金、管理”三大挑
战。

管理问题， 一直是中国中小
企业发展的短板之一。《2013中国
中小企业管理健康度蓝皮书》显
示，2012年中国中小企业管理健
康度指数为61.1，水平偏低，总体
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基础管
理健康度指数为63.1，而战略管理
健康度指数仅为56.5。 调研发现，
中小微企业在战略管理中存在全
局意识不强、规划执行不到位、评
估机制缺失等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 中小企业
为了生存和发展， 往往仅能关注
企业短期利益， 忽视或无暇顾及
长远利益。 中小企业有没有必要
进行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能否帮
助企业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

“从企业的战略定位来看，企
业的目标不一定要做‘大而强’，
也可以是‘小而美’。”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副院长、 企业管理系教授
薛求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
为，在我们的商业文化中，主流价
值观过于单一， 似乎企业一定要
做大才算成功。 其实只要踏实地
在自己的行业持续做下去， 假设
一个30人的企业，50年后，还是一
个30人的企业， 有很精到的专业
能力、产品或服务口碑好、对顾客
有持续的吸引力，也是一种成功。

赛迪经略企业战略咨询中心
副总经理张昌， 站在自己的专业
角度概括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五
种“小战略”。即填补战略、借势战
略、大船战略、虚拟战略和联合战
略。以联合战略为例，联合战略既
避免自相残杀， 又大大促进了企
业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形象的树
立，也成就了今天的德力西集团、
正泰集团和新华集团等知名企
业。

“不拼口袋拼脑袋， 不拼投资拼
头脑，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模式”

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如家快
捷酒店，经营10年后市值超过200
亿；一部《非诚勿扰》靠植入广告
抵消了5000万拍摄成本；一场《天
门山传奇》 舞剧让农民演员在大

自然舞台上获得全天收益……
“这背后是一个操纵企业兴衰且
变化无穷的魔方———商业模式。”
8月16日下午，湖北省安徽商会常
务副会长殷祥云为200名徽商开
讲“创新商业模式”，为在经济增
长放缓大背景下陷入困境的中小
企业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国人耳熟能详的如家快捷酒
店， 目前在全国140个城市中有
650家分店，市值超过200亿。谁能
想到2002年创办之初， 它的注册
资金才1000万元？ 殷祥云用这个
例子告诉徽商中面临融资困难的
中小民营企业，“不拼口袋拼脑
袋，不拼投资拼头脑，真正决定成
败的是模式。”

何谓商业模式？ 殷祥云举了
个生动的例子———武大郎卖烧
饼。他说，手头只要有十斤面粉、
两斤芝麻， 就可以开个铺子卖烧
饼；包括产品、服务和信息体系，
以及相应的收益来源， 这就是商
业模式。“不要小看一个烧饼铺
子，做好了，能够实现资本积累的
第一步。”

在殷祥云看来， 好的商业模
式不仅能够使一个不起眼的传统
行业迅速崛起，譬如如家酒店、上
海福记餐饮等； 也能在原有商业

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使
相关利益者实现共赢， 更能使每
一个成本点都变成利润点。

“在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
中小企业的第一出路就是苦练内
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加强业
务创新，加快转型发展，大力提高
管理水平等。”7月下旬，中国中小
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着重提到了中小微企业
的创新问题。李子彬认为，中小企
业必须小而精，不能什么都干，没
有主导产业是不行的， 中小企业
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通过科
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增强自己的核
心竞争内容， 增强自己的比较优
势，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也是发
展的动力。

小企业，大梦想。这是7月中
旬举行的“2013中国中小企业发
展论坛”的主题。面对当前形势，
只有外借众力，內修武功，小企业
的大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据《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
日报》、《瞭望》 新闻周刊、《文汇
报》等。

政策：减少税负、加强金融服务，向中小微企业伸出帮扶之手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
面对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
展困局，国家在税务、金融
等领域出台多项政策，如
“营改增” 范围扩展至全
国，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等。而加强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 是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内
容，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

一家年营业额400多万元的公
司，仅税负就可以减少十万余元

今年7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从8月1日起，对小微
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
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目前，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
税税率为3%，营业税为5%。以月
营业额接近2万元的小微企业为
例，免征政策实施后，企业每个月
可以减轻税负600元到1000元。
600多万户小微企业加起来，减负
规模就是几百亿元。

同样，从8月1日起，“营改增”
改革将从区域试点扩展到全国范
围 ，2013年将为企业减轻负担
1200亿元。其中，减税最多的是以
中小企业为主的小规模纳税人和
个体户，平均减税幅度达到40%。

“我们去年的营业额同比增
长30%， 今年上半年又增长40%，
其中至少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
‘营改增’。”7月30日，上海新众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红军
对媒体表示，作为一家向第二、三
产业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 其深
感“营改增”对企业带来的助力。

“去年我们花了1000多万元
引进新设备，比以前至少少缴150
万元税款， 相当于打了个8.5折。”
李红军表示， 得益于新设备的引
入，公司竞争力有所提高，在后期
的业务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业
绩不断向好。

“最主要的还是营业额低于

50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税负直接
从5%下调到3%。”李红军表示，这
意味着，一家年营业额400多万元
的公司， 仅税负就可以减少十万
余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
长刘尚希认为，给小微企业减负，
有利于稳定就业。 以一个小微企
业10个人计算， 这项政策涉及
6000万人的工作。 在当前经济转
型升级的阵痛期， 这项政策无疑
是减轻阵痛的良方， 及时为小微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助推力。

民营银行成立在望、互联网金融
发力，中小微企业或指日可“贷”

在对中小微企业减税的同
时， 国家已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融
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国务院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
造。 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
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政策出台后，
受到中小微企业的热烈欢迎。

彻底放开民间资本自行设立
商业银行， 是金融体制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改革， 是我国经济发展
包括中小微企业发展进程中的一
件大事。 首批民营银行最快有望
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可能锁定两
家，一家在北京，另一家在民营经
济发达、 中小微企业密集的浙江
温州地区。

民营资本设立银行更是中小
企业的福音。 民营资本诞生于市
场，成长于民营企业，最了解民营
企业的金融需求。 民营资本为中

小微企业量身定做设立银行，将
会缓解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公和
中小微企业金融资源饥渴症。

8月15日，2013中国互联网大
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与往年相比，
首次设立的互联网金融峰会成为
最热的分会场之一， 受到了业界
的广泛关注。 而互联网金融中的
网络借贷功能成为各方持续关注
的焦点，有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网
络借贷平台崛起将有助缓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

“过去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的数据都是历史数据，
现在的情况银行并不知道。 所以
银行为了减少风险一定有不动产
抵押， 但是中小企业没有不动产
抵押，所以贷款比较难。”商务部
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聂林海
表示， 但通过互联网金融对大数

据进行分析， 可以对企业整个经
营过程全程监控。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交易数
据进行分析， 评价企业的生存状
态， 借助互联网降低贷前审查和
贷后监管成本。 互联网金融将成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一个很好
的途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张竞强进一步指出。

但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兴
起， 在这个新兴业务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 势必会出现一些风险问
题，中国金融网总裁何世红认为，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业
务上的风险， 具体体现在电子支
付安全程度、 电子支付机构的人
员素质和金融专业程度、 电子支
付机构的信用能力等一系列问
题， 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立法来解
决。

自身：在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的第一出路就是苦练内功

在成长过程中， 中小
微企业除了受到宏观环境
的影响， 内部管理与运营
水平也决定其发展方向，
企业如何规划成长路径？
如何在行业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解决好“小而美”的
战略定位，创新赢利模式，
或许才是中小微企业更好
成长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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