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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问题，

重点是这些地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人力资源的开发、企业发展战

略以及政府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等问题。

2008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也遇到了较大

的困难，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在此

背景下，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

极影响，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作为一项战略任

务，并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毫无疑问，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至少

在现阶段对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目

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缓

解我国就业压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上述背景，

笔者开始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问题，尤其是结合自己的课程教学

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写就了几篇相关的

文章。尽管个人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总还是希望能够为中小微企

业的发展起到一点摇旗呐喊的作用。

笔者的工作所在地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具体一点来说，是属

于国家近年来刚刚划定的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在这样的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地区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不仅是经济社会发

展滞后，而且还有相当多的群众尚未脱贫致富。扶贫攻坚的任务十

分严峻，正如习近平同志最近所指出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

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

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所以贫困，

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欠发达地区中小微

企业发展不够，同时也缺乏明显的主导产业或优势产业。也正是在

这个时候，笔者参与了由陕西理工学院冯明放教授主持的“中西部

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对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从课题的调查研究中，笔者逐步认识到了产业发展对于中西部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产业又

是什么呢？产业无非是同类企业的集合，而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

微企业。一般来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

例都在 99%以上，在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这一比例只会比发达地区

更高。正是由于上述情景的刺激，加之个人的思考，促使笔者选择

了“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并

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并且以这本书作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一

个交代。

本书的主要内容加上绪论共九章。

绪论部分主要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同时对国内外有关中小微企业的研究情况做了梳理和综述，在此基

础上选择了自己的研究切入点、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为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研究的理论基

础。任何研究都应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以特定的理论作为指

导。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

产业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企业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扶

贫开发理论。

第二章为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及其扶贫开发进程。本章首先对

中西部地区、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

对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回顾了我

国扶贫开发的简要历程以及我国贫困标准的确定。

第三章为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主要运用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中小微企业的总体情况做了分析，并将



中西部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情况做了对比分析，重点依据现有资料对

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做了分析。

第四章对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进

行了分析。主要结合中小微企业的运行状况，分析了当前面临的突

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人才、税收负担、企业管理以

及政府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等方面。

第五章为国外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的经验借鉴。分别介绍

了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中小微企业人

才培养、促进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以及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信

贷、税收等政策的情况，目的是学习和借鉴国外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经验教训。

第六章为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主要

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以便

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其他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提供借鉴。

第七章为中西部各省市区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新举措，主要

从宏观的角度介绍和回顾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近几年中西部

各省市区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些办法和措施。

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为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战略。在简要评价当前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的基础上，

从中小微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探讨了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

企业的管理创新战略、融资战略、人才战略、技术创新战略以及政

府应该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

如果说本书有创新之处的话，笔者觉得主要就是把中小微企业

的发展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具体探讨分析了中

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今后发

展的设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大，因此必

须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研究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对策和措

施。之所以把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



是因为近年来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促进该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在

这方面仅仅是开始探索，后续还要做很多工作。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有时候很难把中西部地区、中西部连片

特困地区截然分开。从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来讲，它是存在于整个

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之中的，目前专门研究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经济

包括这一区域中小微企业发展这方面的资料还非常欠缺，往往就某

一个连片特困地区，比如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武陵连片特困地区等

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但这些方面的资料仍然很不齐全。所以我们

想要把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从中西部中完全剥离出来，目前还比较

困难；同时由于连片特困地区确定的时间不长，缺乏连片特困地区

系统的资料，这为研究的精准和深入化也带来了困难，笔者希望在

后续研究中能够克服。

由于笔者时间、精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陷甚至错误，

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王 敏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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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工商登记的中小法人企业占法人企业总

数的 99.8%，提供了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约 65%的发明专利，

80%以上的新产品。小微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

分别占总量的 60%、57%和 40%；流通领域小微企业占全国零售网

点的 90%以上。小微企业大约提供了 75%的城镇就业机会。近年来

的出口总额中，有 60%以上是小微企业提供的。
①

中小微企业在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人员就业、

促进科技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

中的小型微型企业的作用更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4 年第一

季度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年底，全

国共有小微企业 1169.87 万户，占企业总数 76.57%。若将 4436.29
万户个体工商户视作微型企业纳入统计，则小微企业在工商登记注

册的市场主体中所占比重达到 94.15%，如图 0-1 所示。

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这部分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必然

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来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落户当地，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

居民增收。然而，在国家节约资源、保持生态的政策大环境以及经

① 王俊峰，王岩：《小微企业发展问题研究》，《商业研究》2011 年第 9 期，第

11 页。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USI2012090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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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型跨越发展的要求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压力。
①
我国中西部地区整体上经济较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中小微企业发展不够，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省份

比较有较大的差距。

图 0-1 我国首次发布的小微企业权威统计数据

注：资料来源于新华每日电讯1版，2014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

com/ mrdx/2014-03/29/c_133222603.htm。

由于中小微企业自身的特征，偿债能力弱、融资规模较小、财

务规范性差、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等问题，抵御风险的能力一

般较弱。所以应该完善、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其发展。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

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特别

① 黄启云：《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安阳中小企

业的调研情况为例》，《北方经济》2011 年第 24 期。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BB%C6%C6%F4%D4%C6&code=27061912;


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微企业以其规模小、灵活性大的优势仍

能获得较快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我国要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在中西部地区，难点在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2012 年 3 月 19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其官方网站公布了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其中，包

含中部省份 217 县，西部省份 375 县。各贫困县都分布在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因此，要加快中西部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扶贫开发的力度，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重视

该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实现小康社会的

目标。

（二）研究目的

本书旨在通过对我国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现

状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剖析中西部连片特困地

区中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

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对策，以促进中西部连片特

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1）通过分析我国中小微企业生存现状、我国中小微企业与各

地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

寻找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2）总结分析国外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经验，寻求对我国中

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借鉴作用。

（3）从管理创新、人才、融资、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中西部连

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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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1931 年英国人罗宾

逊（R.J.Violet）在其著作《竞争产业结构》中对中小企业的界定进

行了研究。1973 年，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通过《小的是美好的》一

书表达了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本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观点。彭

罗斯（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是企业内生成长理论的一部巨著，

他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管理性生产组织，管理资源是企业进行专

业化生产活动的关键性要素，企业成长受到稀缺的管理资源的限制。

企业的管理资源是企业内部知识和能力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通过

市场交易获取。企业成长一方面受到管理资源的限制；另一方面通

过内部决策活动的惯例化和程序化实现知识积累，推动企业成长。

还有很多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 企业竞争力方面

20 世纪 80 年代，迈克尔·波特通过其著名的竞争三部曲，建

立了竞争优势理论体系。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的三种基本战略：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战略和目标化战略。波

特进一步提出了价值链理论，建立了分析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架

构，并探讨了如何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波特认为竞争优势的关键

来源是价值链的不同。但波特的理论过于强调企业的外部环境，

强调产业“定位”，通过选择一个好的行业或行业细分来获得竞争

优势。导致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而频繁转行。另外，该理论是以

产业作为研究基础的，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同一行业中，具有超

额利润率的企业其竞争优势之源是什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

究者们将探索竞争优势的着眼点转移到了企业内部，由此产生了

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流派：资源基础论和企业能力学派。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 and Hamel，1990）在《哈佛商业

评论》上发表《核心竞争力》一文，他们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能

力的集合体，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竞争优势，企业

的成长规模受到核心能力的制约。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将核心能

力界定为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

各种不同流派技术知识的学识。

2. 企业创新方面

西方经济学者伊诺思提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的综合结果，

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订计划”“开

辟市场”等。美国著名学者弗里曼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创新，他

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

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他在 1973
年发表的《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中认为，技术创新是

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其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

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其后，他在 1982 年的《工业创

新经济学》（修订本）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

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Lynn（1996）则运用组

织生态学观点，分析组织环境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

了创新群落（ Innovation Community）的概念。Elias（2000）认为，

产学研联合作为一种跨组织的现象，其动机是共享知识，中小企

业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和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劣势，应选择产学

研合作的道路。Hamel 在 2006 年出版的（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一书中指出，管理创新就是组织实行的区别以往传统的管理原则

过程和实践，或者是区别原来的组织形式而使管理方式发生了重

大变革的创新。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O.Reganetal（2005）认为

中小企业按采用创新的地位可以分成两类 : 主动型和被动型。主动

型更有可能开发新产品，而被动型则更可能修改现有产品而非采

用全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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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融资方面

企业融资方面，重点是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研究。在此方面主

要开展了数学建模和理论研究。霍尔斯特·艾莉森（2004）利用计

量模型来验证人力资源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克劳迪·奥冈萨·雷

斯维加（2006）通过数据模型来阐述俄罗斯的微新企业（微型创新

企业）在融资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但并未就这些困难提出具体的解

决措施。林德尔·L.纳帕德罗（2008）以南非的小型商业支持和技

术“孵化”为切入点，说明了南非发展小微企业需要哪些支持。史

帝夫·贝克和蒂姆·奥隔登（2007）认为，小微企业的信贷将是银

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增长的新突破。关于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对策，

美国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

出台《国际中小企业法》《小企业投资法》《中小企业政策法》等法

规，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设立中小企业服务机

构引导民间资本向小微企业投资。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中小微企业发展相关研究内容比较丰富。据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2012）调查，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 2012
年以来我国小微企业环境较为严峻。多数小微企业对自身处境判断

表示“艰难”，半数以上的小微企业对未来信心不足。

1. 企业金融管理问题研究

林毅夫（2001）等人提出组建中小金融机构来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小金融机构比大型金融机构

能更为灵活地处理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问题，同时中小银行具有较

强的倾向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邹燕、续文利（2003）提出小微企

业融资难的原因：它来源于小型经济的“先天不足”，小微企业规模

小、资金少、收益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认为应该通过政策性融

资安排，发挥中小型商业融资组织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孙昂（2005）



提出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资信评定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可靠的信

息资源，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吴菲（2007）认为，组建专

门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中小企业投融资公司可以解决针对目前金融

体系无法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要求。贺晓斌、何旭明（2007）提出

了发挥中小企业集群优势，来解决融资问题。顾纪生、陈琦（2007）
基于信用流决定资金流、资金流失衡导致企业现金流枯萎的分析逻

辑，试图从全新的信用流视角阐明融资难的问题。刘克崮（2009）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机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按照不同的层面、需求、

规模提供融资服务。栾红（2012）提出了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模式、

小额贷款信用保险和小额贷款责任保险三种模式解决融资难的问

题。李容成（2012）指出了小微企业的信用机制缺陷。鲁政委（2012）
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症结是信息不对称。

2. 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王辉、赵岚岚（2010）提出要形成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氛

围，同时培育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和天使投资市场。张志元（2010）
提出小微企业要具有自身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发展高新技术主

导产业，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绿色环保类产业。成思危

（2012）提出小微企业要形成产业链，加强内部管理的思路；要加

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要把企业做强而非把企业做

大作为最终目标。

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裴正金（2011）认为，中小企业要建立公平的薪酬制度，就

要实行以岗定薪，一岗一薪，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案。王兰芬等

（2012）针对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自身的提升方面，提出关

于人力资源管理胜任力三角模型的概念。孙会等（2012）提出了

要结合小微企业自身实际，如人力资源培训不足等，推行更具建

设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荣鹏飞等（2012）针对专业化人才的

需求和人力资源投入较低相互矛盾等问题，提出了多渠道促进小

微企业专业化人才的持续专业发展、通过外包建立规范化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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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体系、综合采用多种激励措施等解决对策。陈建安等

（2012）针对小微企业员工培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成

熟图评估工具，并据此探讨了科技型小微企业建立培训体系框架

及开展培训的具体方法。

4. 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王英俊（2008）提出“官产学研”虚拟研发组织模式，并进一

步细分为“政府主导型”“产业牵引型”和“学研拉动型”三种类型。

刘军跃（2009）认为，中小企业产学研战略联盟主要有契约型和股

权参与型两种组织模式。韩家栋（2008）认为，中小企业由于受经

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所限，通过研发实现创新之路使机会成本太高、

风险太大，创新路径应以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张国良

（2009）通过分析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生机理和内生机理认为，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对企业外生环境和内生环境有效

整合，使企业自主创新系统能够识别和接收政府在政策环境、市场

及竞争环境、社会服务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熊光远（2009）
认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最大的障碍是人才与资金。周爱华、谢兴

伟（2010）认为，中小企业资源有限，只有向“小而专”“小而精”

“小而特”的方向发展，采用合作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发展战略。隋鹏

飞（2012）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存在着分工与专业化优势、外

部规模经济优势、技术创新与扩散的优势、交易成本的优势，中小

企业应借助产业集群的力量进行创新发展。陈文裕（2012）指出，

我国小微企业在创新中存在经营成本上升、税负重、融资成本高、

人才缺乏、投入少等问题。

此外，有少数学者研究了中小微企业税收、内部管理等问题。

（三）简要述评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虽然国外对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已有研究，但因为国情的差异，使其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



中小微企业。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

后遗症，国内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重视，尤

其是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的比较多。但主要是针对发达地区的中小微企业，针对连片特困

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缺乏对某一区域内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系统研究。而且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

差异较大，因此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研究促进中小微企

业发展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侧重于定性分析研究的文章较多，

而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章不多。

本书拟结合中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情况进行

研究，之所以把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在该地区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其数量和规模与东部地区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如何促进该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经

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选择了“中西部连

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问题”来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有价值

的结论。

三、选题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我们认为，一个重要措

施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通过中小微企业的大力发展，促进

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而该地

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目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

是如何解决制约其发展的一系列障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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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价值

从实践上看，这一问题研究的意义如下：

（1）对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社会已普遍认识到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中

小微企业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

择。但是在中小微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同时，许多因

素导致其发展缓慢。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障

碍若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和

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

（2）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

重要意义。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抑制，从而影响了中小

微企业的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一问题表现得更加突

出。通过完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将会有助于消除金融抑制，

从而缓解和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中西部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理论价值

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问题，从理论上讲，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这

样的不发达地区，如何通过完善其发展环境、搞活金融来促进中小

微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研

究和突破，对于丰富我国中小微企业的理论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1）在研究国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

中小微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对重点区域实地考察，全面收集相关资

料，在此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

（2）根据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存在的问题，有针对

性地对影响该区域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对中小

微企业的管理机制、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与培训、融资问题等进行

深入的研究。

（3）结合案例研究，探索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规律性。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支持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

发展的措施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具体研究框架如图 0-2 所示。

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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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书立足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以理论分析为基础，

实证研究为重点，借助统计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理论，

结合国外的研究成果，从深层次探讨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问

题，使其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1）文献资料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掌握相关理论。依据数

据收集的可行性，选择相应的指标，收集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

微企业的相关数据。

（2）对相关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解剖，为研究提供实践支撑。

（3）实证研究法。对收集到的资料数据运用图表和计量分析，

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通过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

区的经济及其中微小企业发展的对比研究，探索支持中西部连片特

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解决对策与途径。

五、研究意义和作用

研究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可

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根据自然资源的分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我国大陆区域可

分为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个有差别的经济地带。东部地区由于

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取得了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得

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加之人口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中西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数

量庞大，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国家产业布局的优化

产业布局在静态上看是指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

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在动态上，产业布局则表现

为各种资源、各生产要素甚至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

成的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转移或重新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

由于不同地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因此不同地域适合

不同产业的发展，应该从地区区情出发，根据地区的综合具体条件，

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就是要结合区域

的特点，来讨论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所

以从产业布局上来看，就是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该区域的资源，建立

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

（三）有利于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梦的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共生共进的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集中力量，

形成合力，以共同促进发展。社会各要素之间达到共生共进，进而

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达到共生共进。促进中西部

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其实就是要实现区域之间的共生

共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是

根本。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快连

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对加强社会安定团结，加速和谐社

会的构建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有利于提高扶贫开发工作进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扶贫开发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由于中小微企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增

长、扩大社会就业、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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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以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会带动贫困地区

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扶贫开发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

明显的推动作用。

（五）不足之处

西部地区和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从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来讲，它是存在于整个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之

中的。目前专门研究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包括中小微企业

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往往就某一个连片特困地区，如像秦巴

连片特困地区、武陵连片特困地区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但这些

方面的资料仍然也很不齐全，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涉及 6 个省市、75

个县，而对于所涉及的这 6 个省来说，一般都是只研究其中某个省

市的相关情况。如陕南秦巴连片特困地区、汉中秦巴连片特困地区、

四川秦巴连片特困地区等，全国目前对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普遍存

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想要把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从中西部中剥离

出来，目前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连片特困地区的划分是国家近年

来在扶贫开发方面的一个举措，缺乏连片特困地区系统的资料。本

书的研究过程中，本来试图把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从整个中西部剥

离出来，但限于目前这方面资料匮乏，所以在本书的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尽可能地选择属于中西部连片特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情

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西部。但某些时候当中西部连片特困地

区资料缺乏的时候，就笼统地来研究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所以本书中的不足之处，还需要以后继续完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