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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中小企业“三荒两高”需政企合力 
 

 辜胜阻  刘江日  杨威 
 

  当前，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改

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社会“就业稳定器”和创新创业的“活力之源”，

提供了全国 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全社会 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 80%以上的新
产品开发。然而，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着“用工荒”、“融资难（钱荒）”、“用电荒”和高成本、高

税费构成的“三荒两高”困境。 
  “用工荒”主要表现在企业招工难、用工成本大幅上升。一项《2010年中小企业生存报告》
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两成中小企业用工短缺，平均每家企业用工缺口达 14 人。大量中小企业严
重缺工，用工成本大大上升，平均成本上升 20%-30%；企业员工流失率极高，大进大出的高流失
率使企业极不稳定。“钱荒”体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度逐渐增大、融资成本不断增高。央行“银

根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中小企业体制内融资机会减少，同时导致体制外融资成本“节节攀升”。

有报道显示，江浙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月息 30%。“电荒”已呈现出常态化趋势，我国电
力供需的地区结构性差异、“市场煤计划电”体制矛盾、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发展共同导致上半年

电力供应出现较大缺口，严重制约中小企业的日常生产运营。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

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

价“两价”9 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高成本致使企业利润比“刀片”还薄，大量微
小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民企“高税费”状态依然没有根本改变，非税负担已使中小企业不堪

重负。 
  “三荒两高”的重重困境严重干扰了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大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挤

压了企业利润空间，降低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使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困难。工信部统计数

据表明，今年头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亏损面为 15.8%，同比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亏损企
业亏损额同比上升了 22.3%，尤其是量大面广的规模以下小企业，他们遭遇的困境可能更为严峻。
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可能比 2008 年金融海啸时
更为艰难。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部分体质弱的中小企业“淘汰”是不可避免的，相反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然而，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就业的稳定性增加需要同样甚

至更多的中小企业诞生。中小企业的新生和消亡比例必须维持在适当的规模范围之内，以保证经

济、社会稳定。一旦企业死亡率超过临界点或“死”多于“生”，就必须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此

外，在“三荒两高”的影响下，大量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造成实业过度萎缩，进而出现民间

资本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不仅给居民就业带来较大压力，而且会加剧通货膨胀压

力，给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带来风险。调查表明，目前民营经济发达的典型地区 60%左右的民
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 
  当前，缓解中小企业“三荒两高”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仅仅依靠企业或政府任何

一方力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共同缓解企业发展困境。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化危机为契机，推动政府职能从管制政府向服

务型政府转变，积极改革和完善相应体制和机制，努力克服市场缺陷，优化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

环境，缓解多重困境形成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需要中小企业苦练内功，借助市场竞争淘汰机

制的倒逼压力，变被动为主动，变生存压力为转型动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推动转型，通过内

外合力摆脱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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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政府应采取以下六项对策帮助中小企业应对困境： 
  一要加大培训和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和农民工培训以培育更多高素质的会

“动手”的技能型劳动者，通过与技工院校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为企业输送员工，破解

企业面临的“技工荒”。要通过提供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以充分满足员工

需求，切实提高劳动者权益保障，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要实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

货币政策，减轻金融紧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银行机构信贷适当向中小企业

倾斜，特别向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加强对中小企业节能环保、扩大就业、推动创业

等方面的信贷支持。三要规范民间金融，放宽金融管制，逐步放开金融服务领域，充分发挥民间

金融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让民间金融阳光化，让草根金融支持草根企业，通过金融创新引导民

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降低民间游资的无序流动。四要加强金融组织创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

建立健全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中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构建多层次

银行、资本市场、信用担保“三大体系”，健全企业融资的综合配套服务体系。五要推行电力价

格市场化改革，建立电力长期有效的定价机制，充分利用能源资源约束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合

理控制能源消费需求，解决企业面临的“电荒”。六要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放活，通过减免

税费、鼓励创新、扶持创业，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减税让薪”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使中

小企业轻装上阵。 
  化解“三荒两高”困境，企业也需采取以下四项措施积极化解高成本，应对“人荒”、“钱荒”

和“电荒”。 
  一要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来降低“高成本”，通过产业转移来规避“高成本”，通过提

升产品附加值来化解“高成本”。要重视技术进步，养成企业自主创新习惯，加强创新人才储备

和选择合适创新模式，通过流程改造和技术革新来降低“高成本”。要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加强关联企业间沟通协作，通过产业链整合来有效降低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成本。要契合国

家产业规划，综合考察承接地投资环境，通过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来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

土地、资源、环境等压力，规避“高成本”。要降低多元化经营程度，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具

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或者将经营重点收缩于价值链核心环节上，把主导产业做专、做精、做优，通

过产品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来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提升利润空间，化解“高成本”。 
  二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来改变“过客”心态，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员工流失。

要建立员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薪酬，稳步改善福利，关爱尊重员工。

推出多样化用工模式，加强技能培训，规划员工“多通道”职业发展路径。要建立和谐的劳动关

系，打造企业“家”文化，培养员工归属感，形成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要实

施信息化、集约化、自动化、机械化战略，加强管理创新，通过更新设备来替代人力，提高资本

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用工依赖。 
  三要拓宽融资来源，完善自身财务制度、提高资信水平，增强企业融资能力。要创新融资渠

道，丰富融资手段，积极运用私募股权融资、抱团融资、供应链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要建立和

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注重企业信用积累，提高企业资信度，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和融合，

努力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融资困难。 
  四要积极改变粗放式的生产模式，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生产工艺改造，推广节能新技术，降

低能耗，应对“电荒”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