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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中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普查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针对内蒙古中小工业企业的

现状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了存在的普遍问题和产生的原因。在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奋力推进工业跨越式发展的

进程中 ,中小工业企业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推动其健康快速发展

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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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普查数据

　　在我国 ,中小企业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我国关于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几经变化 ,考虑到我

国企业划型标准的现状以及可以取得的统计资料 ,

本文所指的中小企业是根据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

财政部、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制定的《统计上大中小

型企业划分暂行办法》规定 :从业人员 2 000 人以

下 ,产品销售收入 3 亿元以下 ,资产合计 4 亿元以下

的中小型工业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企业。

1 　内蒙古中小企业现状及特点

111 　经济总量及其特点

1)经济总量大。内蒙古中小工业企业不仅企业

数量多 ,而且经济总量大 ,占全部工业企业比重高。

据统计年报和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2004 年 ,全区共有

中小工业企业 10 045 户 ,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

9916 % ,实现工业现价产值 1 96512 亿元 ,占全部工

业产值的 70 % ,年销售收入为 1 21115 亿元 ,占全部

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 57131 %(见表 1) 。

表 1 　国有及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经济总量表

全部工业企业

数量 比重 ( %)

中小工业企业

数量 比重 %)

大型工业企业

数量 比重 ( %)

单位户数 (户) 10 886 100 10 045 9916 41 014

工业产值 (亿元) 2 801104 100 1 96512 70 8351862 8 30

销售收入 (亿元) 2 1131592 8 100 1 21115 57131 9021285 5 42169

　　2)企业规模小。反映企业规模大小的核心指标

为从业人数和营业收入 ,内蒙古的中小工业企业平

均从业人数少 ,营业收入低。一是平均每个中小工

业企业从业人数只有 58 人 ;二是规模以上 (年销售

收入 500 万元)的中小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低 ,全部规

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数量为 2 234 户 ,占企业总数

的 2016 % ;三是规模以下的中小工业企业规模差距

大 ,占 82 %以上工业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不足 30

人 ,平均每个工业企业产值只有 0124 万元 ,年销售

收入只有 01227 万元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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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小工业企业规模情况表

全部工业企业 中小工业企业
其中 :规模以下中小工业企业

企业平均从业人数 (人) 101 58 2919

企业平均工业产值 (万元) 1 300 1 803 01241 8

企业平均销售收入 (万元) 1 942 1 117 01227

　　3)经济效益差。内蒙古中小工业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大型工业企业相比差距较大。一

是劳动生产率低。中小工业企业的人均产值 28142

万元 ,利税总额 1166 万元。二是效益状况差。中小

工业企业的产销率为 6117 % ,利税总额占产值比重

为 5165 % ,分别比大型工业企业低 4612 和 1135 个

百分点。三是亏损严重。2004 年中小工业亏损企

业 1554 个 ,亏损面 1413 % ,中小工业企业的亏损额

达 231018 5 亿元 (见表 3) 。

表 3 　中小工业企业效益情况表

全部工业企业
大型工业企业 中小工业企业

人均工业总产值 (万元) 25144 19143 28142

人均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9119 22 17152

人均利税总额 (万元) 10108 11 1166

利税比重 ( %) 6105 7 5165

112 　经济结构及其特点

1)经济类型多元化。在工商已注册登记的 23

种经济类型中 ,均有中小工业企业分布。其中规模

以下中小工业企业 :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

企业三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 ,单位数量 7 426 个 ,

占 77156 % ; 中小企业从业人员 69113 万人 , 占

62177 % ;现价工业总产值 1 96512 亿元 ,占 70 % ;工

业增加值 485117 亿元 ,占 60112 %。

2)私营企业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在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指引下 ,各地私营企业迅

速发展壮大 ,2004 年规模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达

877 户 , 从业人数达 37198 万人 ; 工业增加值达

108135 亿元。在私营工业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国

有工业企业比重下降。2004 年国有中小工业企业

单位数量比上年有所减少。

3) 涉及行业广泛。在国民经济工业行业 41 个

大类中均有中小工业生产企业 ,分布很广。其中 ,制

造业单位数量多 ,利润总额大 ,单位数为 7 701 个 ,

占 80143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单位数为 1 739 个 ,

占据第二的位置。传统的食品、医药、机械、化工、建

材、纺织、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的单位数量、从业人

员、经济指标也占有一定比重。

2 　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工业企业发展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1 　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结构不合理

内蒙古中小企业总体规模小、技术含量偏低、竞

争力不强。据 2004 年统计资料显示 :规模以下工业

企业达 9 574 个 ,占 8813 %。这些企业平均从业人

数为 30 人 ,平均产业产值为 28142 万元 ,平均销售

收入为 17152 万元 ,在中小工业企业中 ,食品、采矿、

医药、制造、化工、纺织、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行

业所占比重较大 ,而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的中小工

业企业很小 ,经济结构不甚合理。

212 　企业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不高

中小工业企业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较低 ,主要

表现在 :

第一是技术支持体系不健全 ,技术开发能力低。

企业主要设备为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国产设备 ,90

年代的国内先进设备不足 20 % ;企业技术开发能力

弱 ,80 %以上的中小企业没有任何发明专利 ,创新能

力弱。企业的主营产品生产年限达 1312 年 ,产品更

新换代非常缓慢。

第二是技术人才严重缺乏。中小企业的发展普

遍存在职工素质低、人才缺乏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

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全国中小企业职工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职工占职工总数不足 10 % ,高中中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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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而初中以下的人数占 60 %左右。80 %以上的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比重不足 10 % ,中高级职称的人

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在 7 %以下。全区中小型工业

企业的职工文化水平和技术人员比重均低于全国水

平。

第三是管理水平低。经营粗放、劳动生产率低、

产品档次低、产品质量较差 ,在财务、生产经营、营

销、人事等方面管理比较混乱 ,产品的物耗、能耗和

成本都比较高。

第四是信息化进程缓慢。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

深刻认识到信息化经济给企业传统经营方式带来的

强烈冲击 ,信息化基础薄弱 ,人才匮乏 ,信息处理与

传输落后 ,企业生产、成本、库存、采购、资金等信息

流无法实现及时收集、分析和共享。

213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仍不够宽松

一是发展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突

出表现是 :没有把中小企业提升到应有的战略高度

来认识 ,没有把中小企业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必然要求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来看待 ,特别是对

民营中小企业的资产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的

认识不足 ,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仍然是社会主

义市场的重要建设者认识不够 ,因而对大力发展民

营中小企业还存在种种顾虑。

二是政策环境不够宽松。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仍

受到诸多条件限制 ,在产业政策上一直沿袭所有制

和行业特性 ,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大企业 ,至今尚未

形成统一的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及配套扶持政策 ,

致使中小企业的产品开发、市场定位、资金投向等多

方面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市政

工程、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市场准入门槛高 ,中小

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很难进入 ;在投资立项 ,能

源供应 ,贷款支持、税费征收、征用土地、人才使用等

方面享受与大企业同等待遇的相关政策还不完善。

214 　中小企业融资难 ,成本高

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后 ,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权限

上收、资金供应不足 ;抵押担保贷款 ,银行只把土地、

房产等不动产作为抵押物 ,不少中小企业是租赁经

营 ,无资产抵押 ;部分企业诚信度差 ,恶意逃避银行

债务现象时有发生 ,银行发放贷款非常小心谨慎 ;获

取银行贷款不仅条件众多、手续复杂 ,而且成本很

高。据匡算 ,一笔 100 万元的贷款 ,需支出各项评

估、登记、公证、保险等直接费用 2 万余元 ,如果加上

企业正常的利息支出及其它费用 ,预计企业融资成

本在 12 %以上。

3 　加快内蒙古中小工业企业发展的对
策与建议

　　目前 ,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奋力推进工业跨

越式发展的进程中 ,中小企业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

用 ,因此 ,我们应紧跟时代步伐 ,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

扶持中小企业 ,推动其健康快速发展。

311 　建立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体系

首先 ,对于大多数中小工业企业来说 ,必须转变

观念 ,摒弃“小而全”和自我封闭的观念 ,甘当配角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积极发展与大企业的配套和

协作。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 ,中小

工业企业必须抓住历史的机遇 ,通过与大企业的合

作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当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

发展 ,大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使过去为降低市

场交易费用而建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

织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大企业为获取或保持竞争

优势 ,通过产供销价值链分析 ,把自己的主业集中到

附加价值高、自己有垄断优势、有核心竞争力的领

域 ,而将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小、其他企业能够比

自己干得更好的业务 ,通过外包或剥离的形式转移

出去 ,吸收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配套产品 ,并将其纳入

自己的生产体系。对大企业而言附加价值小、或不

具规模经济的业务或局部市场 ,对中小企业而言却

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从而为一大批积极参与产业分

工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促进一部分中小企

业通过以小补大、以小搞活、以专补缺、以专配套和

以精取胜来获得发展。

其次 ,不断优化中小工业企业产业结构。逐步

淘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中小工业企业 ;依法关闭

质量低劣、污染严重、资源浪费、安全生产条件差的

中小工业企业 ,积极推进结构优化。

312 　激发创新精神 ,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整体素质

加快内蒙古中小工业企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企

业的整体素质。一是管理创新。要强化企业劳动、

人事、财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定额管理 ,使之

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要大力培养一支年纪轻、能力强、懂管理 ,富有创新、

开拓精神的优秀企业家队伍。二是科技创新。对中

小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项目、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

开发、资源综合利用、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优先扶

持 ;鼓励中小企业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和运行机

制 ,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 ,提高中小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和专业化配套能力 ;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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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支持力度 ,支持中小企业积极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实用技术 ,改造和提升化工、纺织、食品、建筑

材料、机械等传统产业 ,增加附加值 ,增强创新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 ;支持中小企业实施名牌战略 ,不断提

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快企业制度创新。中

小工业企业要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步伐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 ,谁创造、谁受益”的原

则 ,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 ,科学合理地界定产权 ,建

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深化内部三项制度的改革 ,

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内在动力机制 ,真正成为

市场竞争的主体。四是加速信息化进程。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和现有资源 ,建立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包

括政策、技术、市场信息在内的中小企业信息网络和

发布渠道 ,提高中小企业信息获取和开发能力。通

过为企业搭建基础平台、人才交流平台、信息咨询平

台、技术交流平台、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 ,

向中小企业提供各类有效的信息网络服务。通过举

办培训班、专业论坛、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 ,对企业

经营者进行灵活多样的培训 ,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

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

313 　建立诚信担保体系 ,提高企业融资能力

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小工业企业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内蒙古应把建立企业信用担保

体系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作为加快中小企业发

展的重要工程来抓。一是大力加强政府的政策引

导 ,努力提高现有信用担保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抓紧建立和完善以自治区为中心、市为网络、县为网

点、各自配套、独立运行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

在分散和化解信用风险的基础上 ,为中小企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二是建立和完善中小

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评价体系 ,推进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工商企业间的信用信息共享。引导企业

加强信用管理 ,提高诚信意识 ,重塑信用形象 ,增强

其信用实力和信用风险控制能力。三是引导和支持

各类商业银行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 ,鼓励政

策性银行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发展前

景、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中小企业项目的信贷

支持力度 ;银行要根据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 ,及时完

善授信制度 ,放宽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准入条件 ,要减

少审批环节 ,缩短审批时间 ,简化贷款手续 ;要积极

开拓新的信贷服务项目 ,改进完善服务品种 ,提高服

务质量、服务水平 ,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鼓励

和积极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 ,特别是高科技企

业进入资本市场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方

式直接融资。

314 　建立和完善扶持中小工业企业发展的政策体

系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关键在政府。必须不断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政府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方

式和手段 ,努力营造政治上认同、政策上支持、法律

上保护的良好发展环境。一是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抓紧制定出台《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办法。各地和

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 ,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法律保证。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应进一步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 ,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要求 ,在财政

预算中设立中小企业科目 ,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的软硬件设施条件的投入力度。三是放宽市场准

入。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对企业登记注册

自行设置的前置审批事项予以清理 ,公开中小企业

设立条件 ,进一步简化注册手续 ,降低收费标准 ,减

少创业成本 ,逐步降低开办中小企业的注册资金限

额 ,允许分期注入。四是消除行业限制。凡是国家

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 ,都应向民间资本开

放 ;凡是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 ,都允许民间资本进

入 ;凡是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领域 ,其优惠政策同样

适用于进入该领域的民间资本。对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环保政策的项目 ,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审批 ,实行

备案制。降低中小企业自营进出口的条件 ,鼓励其

参与国际竞争与对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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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nner Mongolia Medium and Small Industrial Enterprise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the Countermeasure Study

Q I Yong2xing
( Inner Mongolia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 Huhe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in t he national first economical general survey , t 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economical general

survey data carries on t he t horough excavation , medium and small indust rial enterprise’s present situation conduct s t he analysis research in view

of Inner Mongolia in , proposed t he existence universal question and produces reason1 Walks t he new indust rialization pat h in our count ry , will

advance t he indust ry leap f rog development furiously in t he advancement , t he small indust rial enterprise plays t he ext remely vital role , t here2
fore , how will take t he effective action , will support t he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 vigorously , will impel it s healt h fast development to have

t he huge practical significance1

Key words : inner Mongolia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dust ry ;countermeasure

(上接第 44 页)

Correlations between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and Real Estate Market
———Analyzing factors of expectation and Etc. .

SON G Han
(College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t he correlation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n real estate market before and after t he reform of it s regime in J uly , 2005 , we

find t hat expectations on exchange rate serve as t he main factor to affect t he real estate price , which is proved in t 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2
ent t rends of current and forward exchange rate and different price index of housing and office building in Shanghai. This is due to t he unique

feature of real estate to be bot h consumer goods and asset s , as well as speciality of it s demand and supply.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 his

factor into account for t he concerned depart ment s in policy2making.

Key words : exchange rate of RMB ; real estate ; expectation ; r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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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 Application to Evaluation on the Eff 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arts of Industries in China

HAN Ying , XU Pei2chuan , M EI Ka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 ration ,Nort 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a primary factor of indust ry development ,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dust ry is mainly impetus to

drive indust ry development . So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indust ry development and carry out development . We must consider t 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 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 his paper , we evaluat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29 indust ries in China by DEA model and analyze t hese indust ries f rom DEA efficiency , return to scale and redundancy of input and output .

We conclude t hat t he efficiency of indust 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universal low , return to scale is not ideal , t he redundancy of input and

output is excessive.

Key words : indust ry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efficiency ; 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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