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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报道，在 2020年初，中国中小型企业的数量

已经达到 3100多万家，为国家提供了 78%的就业岗位，75%

的各项科技创新 [1]。渗透在产业链的中小企业，需要分析当

下双循环战略的发展形势，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

优势，利用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

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回旋空间大的特点，主

动转型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依托政府的相关政策倾斜、

信贷资金支持，构建模式与科技创新体系，完善产业结构。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的后半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实行技术围堵、限制，阻挠中国向核心零部件、关键

原材料等产业链顶端发起冲击。保障产业链安全，是实现产

业链闭环成为中国企业突破国外技术围堵、参与国际高级分

工的必然路径。而许多产业链上，众多的国际产品占据非常

重要的位置，如何逐步实现国产替代，给渗透在产业链的中

小型企业重大的发展机遇。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常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

势明显，中小企业如果能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

势，利用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

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完成高质量的产品的大规模

生产销售，迅速完成技术、资本、市场的积累，以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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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实现全球范围内拓展，对其他竞争对手实现规模碾压。

新冠疫情爆发给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带来了严重影响，

中国在精准防控下迅速实现了复工复产。中小企业可以充分

发挥“船小好调头”、市场嗅觉敏锐、新模式吸收快的特点，

加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新模式，创造消费的新平台，

积极地开展国际业务，拓宽国际市场，实现可观的社会及经

济效益。

中小企业规模小、技术相对落后、人才储备差、抗风险

能力差，随着经济双循环战略下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用人

成本的持续上涨、环保要求越来越严、基础材料价格的波动、

新技术新模式的迅速变革、整体利润率的下降等一系列因素，

都会导致从事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生存压力越

来越大。

同时，国内经济经过长时间高速发展，很多产业已经趋

于饱和或过剩状态，以内循环为主的中小企业如果不进行产

品及模式的创新，很难实现增长。而以外循环为主的中小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比例较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遏

制中国的发展，对中国设置各种壁垒及限制，甚至有些对外

进口的核心零部件、原材料的产业链也由此中断，轻则推高

中小企业生产成本，重则导致停产，不确定风险很高。

对策分析

在经济双循环发展过程之中，相关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政

策引导和鼓励中小企业向国家鼓励产业转型，帮助中小企业

在这个战略期成功突围。在经济双循环和疫情防控期间，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

作的通知》相关政策，来帮助处于疫情阴霾下的中小型企业，

通过对中小型企业贷款还款期限的延迟、对中小型企业租房

租金的减免，降低中小型企业营业税收，让中小型企业能够

起死回生。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的行政机构，都

积极地落实中央政府的有关条令，对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提

供政策倾斜，减轻税收，提供更高额度的贷款，帮助中小型

企业在疫情影响下发展不稳定的状态渡过难关 [2]。

同时，鼓励中小企业利用原有人才与市场聚道进行模式

与技术创新，如中国广西科技厅、南宁市科技局、南宁高新

区通过国家创新创业大赛，引进创业黑马学院等措施，为中

小企业营造创新氛围、指导创新方向和方法；通过国家高新

技术奖补、瞪羚企业奖补、研发奖补、科技项目申报等政策，

鼓励中小企业向科技型企业转型；通过科技券补贴和鼓励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通常营业收入不高、财务不够规范、抵押物少，

导致银行贷款门槛高、民间融资成本高，很难获得稳定的低

成本的融资渠道。为了破解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印发《关于深入开

展“桂惠贷”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广西

财政每年安排 40亿元，对辖内金融机构当年新发放且符合条

件的贷款按照 2或 3个百分点利差比例进行补贴，引导金融

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每年投放约 2000亿元优惠利率

贷款。产品及支持范围，包括实行普惠性服务的经营贷、首

次贷、信用贷以及实行名单制服务的三企入桂贷、技改贷、

科创贷、通道贷、三农贷、贸易贷 [3]。

品技术

中小企业利用自身敏锐的市场嗅觉，主动调整产业结构，

在有局部优势的领域，充分集中资源，构建创新体系，并融

合各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优化产品和技术，从而提高产品

或服务的附加值，在市场上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中国在互联网模式创新领域的先发

优势，结合电子网络的销售方式，与众多大众传媒的网络购

买平台。例如，天猫、淘宝、京东合作，在网络上进行直播

带货，然后再通过线下进行物流配送，这样能够节省很多不

必要的人工成本，还能够发展更多的用户，减少销售的环节，

再通过大数据系统分析，分析每一个消费者的爱好和消费习

惯，向其推出有关产品，如此一来，便能够增加中小型企业

的经济效益 [4]。

渠道

外循环方面，中国中小企业受到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的

影响，使得企业不得不谋求更广阔的外贸发展空间，避开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具体来说，通常使用两种方式：

第一，拓展出口转向内销，将部分外循环的产品转入内循环，

最大程度避免经济损害；第二，与外企进行合作，将产品销

售到更多合作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进

行合作，比如，新加坡、塞尔维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建设一

些仓库，来储存产品，并且销售。通过这一系列做法，可以

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市场的产业经营活动 [2]。

面对如今国际经济市场的不断变化以及受到疫情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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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压迫，中国的产业不得不随之变化，在国家经济双循

环战略下中小企业面临着风险和机遇。中小企业唯有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主动转型，实现模式与技术创新，才能在政府政

策支持下，减少经济双循环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中国中小

企业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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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页）

不仅发挥了人才的价值，而且也带动了新产业的兴起。

最后，人才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科技创新的活动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组织实施才会有效，活

动的参与不仅需要人才，对于活动的组织也需要专业的管理

人才，这样才能确保创新成果的准确使用，确保创新真正的

能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价值。

例如，在济南的开发区的改革创新发展中，都是大力的

倡导高质量人才的参与，同时也是相关创新管理人才结合国

家政策和地方发展的实际进行的改革创新探索，一些打造节

约型城市、绿色城市以及智慧未来城市的创新发展思路都是

人才制度驱动下，同时对其实施执行中的具体操作环节也都

是人才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的。

总之，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创新，而创新

的源泉也是人才，离开了人才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纸上谈

兵，从济南城市的创新发展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人才制度

驱动对于城市经济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其主导组织都发

挥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城市要想真正地实现长期稳定的发

展，就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制度的建设，清晰地意识到人才制

度驱动对其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然后做好本地的人才培养、

选拔以及使用工作，努力将人才和创新发展进行融合，促进

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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