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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据统计、重庆市现有中小企业 53 万户、其中国有 1900 户、集

体 14876 户 (城镇 2200 户、乡镇 12676 户 )、私营 26000 户、个体 488000 户。以

重庆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 (1999 年末数 )、中小企业个数占 95.3%、从业人数

占 68.1%、产品销售收入占 61.5%、利税总额占 63.34%。有资料显示、重庆市大

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社区服务业、仅 1999 年中小企业就安排下岗工人 7.04 万

人、占出再就业中心的再就业人数的 72%。换言之、目前国有企业下岗后再就业

的多数有赖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重庆市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征 

由于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特殊性、重庆市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征如下 :  

从发展阶段上来看、 重庆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显著阶段、即从高度集

中计划管理体制向政资分离、政企分离、政事分离的转变、其主要表现为政府经

济职能部门采取“放”的形式、采取兼并承包租赁等一切形式或手段、政府不再

集中统管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的经营经济事物、政府也不再拘泥于企业的所有制

性质、而是采取放开搞活的务实态度、这是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解放、是中小企

业发展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性过度的重要一步。这一点从 1997 年底开始、重庆市

召开了重要的合川会议、专题研究中小企业改革发展问题、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先

后三批下放了中小企业管理权限、从而顺利地实现我市中小企业改革的第一阶段

性目标。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作为防范危机的重要警世之一、重

庆市在努力完成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总体目标下、加大了中小企业的

扶持力度、重庆市中小企业在经历清理“三金”、“三乱”后、提高了内在竞争力、

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日趋成熟、有的已发展成了全市乃至国内有名的大型企业集团、

如宗申、力帆公司等。因此、我市中小企业经历了管、放、扶两个阶段、已从重

视政策效应向重视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转变。  

从中小企业分布的行业特征来看、我市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与服务业、

再次为建筑业。其原因是、重庆市是有名的老工业基地、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

工商业重镇、也是长江流域经济带特别是长江上游发展的经济中心。尤其值得指

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成功地实现了“军转民”的战略性调整、已经

形成了汽车、摩托车为主体的第一支柱产业。目前重庆市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



第 8 章 重庆市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与振兴对策 

Ch8-2 

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汽车生产也从重、中、轻、轿、微、货车等无所不有、这既

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形成了重庆市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

业的一大发展特色。当然、这一发展特色的利弊使然、近两年摩托车行业的不景

气、导致不少与之相关的中小企业停产、转产甚至破产、望江兴华公司现已全部

转产仅是一例。  

庆 业 发 问 题二、重 市中小企 展中的  

应该说、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观念性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如所有

制属性等问题。而且、中小企业发展的现实成就也勿须赘言、但不可否认的是、

虽经多年改革发展、重庆市中小企业只在经营发展中尚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

些问 题 集中表现 在以下方面: 

1．管理体制和机制问题  

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属于家族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不利于吸纳社

会优秀人才、与日趋激烈的现代企业竞争氛围不相适应。另一方面、目前发展相

对成熟的中小企业在企业内部机制上有旧体制、旧机制的复归倾向、俨然“二国

营”、这在用人制度、分配制度方面十分突出。  

2．资金问题  

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过程来看、资金将成为发展中的长期缺口。近两年重

庆市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尤为奇缺、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因国家治理整顿金融

秩序、清理“三金”、“三乱”工作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失血过多、不少企业缺乏生

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二是大多数中小企业资质缺乏

透明度、企业资信缺乏、难以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缺乏输血机制。三是大多数

中小企业前几年的超速发展得益于“短缺经济”、面对发展很快的市场经济束手无

策、一时难以适应。加之、前几年市场看好的资金高息来源、导致企业面对相对

过剩经济、产品卖不出去、企业预期收益巨幅下降、还本付息困难、缺乏造血功

能。  

3．技术与人才问题  

现代企业不论经营规模大小、竞争的本质在于技术与人才的统一。从总体上来

讲、重庆市的技术与人才优势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只有发展迅猛、已成气候的极

少数中小企业方具二者优势。这是因为、由于人才分配的计划体制及其人才流动

的趋利原则、导致许多人才闲赋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极少人才流向发展成熟的中

小企业。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市乃至全国的人才状况、即大量人才资源的闲赋浪费

与许多中小企业人才匮乏的并存局面。从技术方面分析、由于资金人才等若干方

面的限制、许多中小企业没有实力独立研制开发自己的专利技术、大多采用“拿

来主义”、利用现存技术、节省经费和时间、使产品利润最大化。应该说、在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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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短缺经济”时代的起点发展期、大多数中小企业采取这一竞争经营方式是成

功的、也是可取的、但时至今日此法显然已行不通了。因此、人才与技术资源的

匮乏已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上台阶的发展。而且、解决这一问题似乎也比其他问

题要难得多。  

4．法制政策环境问题  

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管理体制与机制、资金及人才技术问题、总的来说是企业内

在问题、企业自身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而法制与政策环境从本质上属于企业外

在因素、它的解决超乎了企业的自身力量。  

重庆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前几年转轨换型时期的我国政策环境、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成为发展中小企业的强劲东风。但近三年来、由于国

家宏观经济决策重点倾向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加

之其他多种因素、我市中小企业发展步伐明显减缓。从去年来看、重庆市 17 户大

型制造企业的产值和利税就占了全市的 50%左右、这既说明重庆市国有工业企业

改革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三年脱困成绩显著。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市中小企业发

展面临的法制与政策环境亟待改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造一种公开、公平、公

正的市场竞争氛围、这种氛围应是有利于多种性质的竞争主体、而且是持续稳定

而非多变的。从目前来看、重点在于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确保中小企业的融资工

作正常开展。  

三、重庆市中小企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重庆市中小企业正在经历大分化、大重组的演变进程、许多中小企业从

体制、机制到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反省。因此、重庆市中小企

业的发展正呈现下列趋势。  

1．科技创新型、都市吸劳型和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已成发展重点。  

重庆市拥有科技资源优势和两个国家级技术开发区、加之中西部地区的唯一直

辖市、因此近两年来科技型企业发展迅猛、不少归国人员创建了生物电子医疗化

工等高科技企业、正在逐渐改变中小企业原有的低产业技术形象。同时、不少国

有大型企业也以资产分离形式跻身高科技领域、加盟中小企业队伍。此外、由于

重庆特大都市的自身需求、都市吸劳型和社区服务型中小企业也成为我市中小企

业发展重点。  

2．生态经济型中小企业成为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的又一亮点。  

重庆市辖世界有名的三峡库区、因此库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同步发展是可持续发

展战略考虑的重点。由于库区经济工业化发展的初始原因、长江、嘉陵江及其乌

江流域重庆辖区内小水泥、小化肥等高污染型中小企业林立、这些企业严重污染

了库区生态环境、背离了万州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初衷。因此、在关、停、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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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高污染型中小企业的同时、不少经营者又瞄准了生态环保产品的广阔市场、

这已成为重庆市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并呈逐步扩大趋势。  

3．借助结构调整、重庆市中小企业正在向专、精、特、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技术

方向发展。  

近年来、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阵痛后、我市不少企业借助国民经济的战略结构

调整、逐步探索企业发展定位、已逐渐摆脱了传统的企业依附发展思路、正向专、

精、特、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技术方向发展、以求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的持续

稳定性 (相对而言 ) 。这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4．重庆市中小企业已开始呈国际化经营发展。  

国际化经营是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较高层次、也是国际分工、优势互补的具体

实现形式。  

前几年、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极大、产品利润丰厚、加之中小企业缺乏驾驭国际

市场的必要知识、所以国际市场竞争领域几乎成为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片空白。

近年来、由于内需不景气、加之国内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于是不少中小企业经

营者的眼光盯住了国际市场、最为突出的首推重庆市摩托车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

开拓竞争。重要的是、许多中小企业尝到了海外市场的甜头、这种示范效应必将

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向国际化经营发展、更加充分地用好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

并从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取宝贵的企业经营经验。  

庆 业 兴 对四、重 市中小企 的振 策 

 1．推广实施专、精、特、新战略、开展“小巨人”工程。  

鼓励大多数中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摇篮与伙伴、为培育“小巨人”创造条件、

形成具有专业化配置和服务功能的关联产业群体、构造社会化分工、大中小匹配、

专业化互补的企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结构。  

2．加快培育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技术创新基地。  

在我市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地区或企业进行中小企业园区试点、总结区域性、行

业性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经验、推广技术创新服务机构的成功经验、加快中小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基金重点用于中小企业的新技术产业化资助等项目。   

3．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业。  

创立多元主体、多种形式的投资机构、探索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资金的投

入与退出机制、发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导向作用。  

4．建立和完善我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根据我市实际情况、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应该是一个以政府担保为主、其他

担保形式并存的信贷担保体系 (南坪区政府规定协议银行承担贷款风险的 40%、担

保机构承担 60%)目前、重庆市正筹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开辟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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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筹集担保基金、拟按照“政策性资金、市场化操作、绩优者扶持”的原则运作。 

5．构建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我市地方法律也亟待补充。因此、应逐渐完善

有利中小企业发展的法规体系、以构筑中小企业发展的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