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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王为民 
（杭州市商业银行临安支行，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中小企业是临安市工业经济的主体，其发展状况对临安市整体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 以临安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农林产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装

饰纸)等四大特色规模企业为对象，对企业的企业规模状况、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职

工基本情况、盈利能力、营运水平、及偿债能力等 7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指出了

临安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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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地处“长三角”南翼，是环杭州湾“V”

型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较为发达. 据统

计，截止到 2004 年底，全市共有各类企业 13 000

多家，除 2家为大型企业外，其余的均为中小型企

业. 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对临安市整体经

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为掌握临安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潜力及其存在

的问题，以便政府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与手段，

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本文选择了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含电线电缆、绿色照明)、纺织

服装、农林产品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主要为装

饰纸业)等临安市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特色规模企业

作为调查对象(据统计，2004 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

业产值达 108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产值

的 68.6%). 调查内容主要涉及 2 个方面[1,2]：(1)通

过对企业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小组访谈、以及

企业财务报表的分析，从企业规模状况、技术创新

能力、经营管理水平、职工基本情况、盈利能力、

营运水平、及偿债能力等方面作出客观的评价；(2)

通过对企业主要经营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的访谈，就临安市中小企

业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作出判断.  

1 临安市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分析 

1.1 临安市中小企业规模状况 

企业规模状况可分别从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 2

个方面加以反映. 其中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资产规

模和从业人数，产出水平主要包括工业增加值、销

售收入等指标.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企业平均规

模状况如表 1所示.  

1.2 临安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可以

从研发机构和人员配备、研发投入、研发成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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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以反映. 2004年临安四大特色行业研发投入与

研发成果情况如表 2所示.  

1.3 临安市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是企业管理层素质及决策

管理方式的综合体现，较难准确加以衡量. 此次调

查中，以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学历结构及企业决策

方式等指标对此加以粗略反映，具体见表 3.  

1.4 临安市中小企业职工基本状况 

职工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企业职工的素质

及其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工人生产效率的高

低. 本次调查中，以职工学历职称结构、工资水平、

工人接受培训的机会等，作为反映职工基本素质及

对企业的态度指标，具体见表 4.  

1.5 临安市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包括销售利润

率、资产净利率以及权益净利率. 其中销售利润率

＝(净利润÷销售收入)×100%，资产净利率＝(净利

润÷平均总资产)×100%，权益净利率＝(净利润÷

权益) ×100%. 表 5为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

盈利能力的具体指标值.  

1.6 临安市中小企业的偿债能力 

企业偿债能力主要通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

表 1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状况 

企业类型 平均总资产 / 万元 平均销售收入 / 万元 平均从业人数 / 人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1 751.0 12 351.6 497 

纺织服装制造业 16 723.0 14 531.8 775 

农林产品加工业  4 254.0  4 419.0 166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装饰纸)  5 745.0  6 382.0 127 
注：资料来源于调查数据，以下各表同. 

表 2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研发情况 

企业类型 
有独立研发部门所

占比例 / % 
研发投入占销售

收入比例 / % 
研发人员 

/ 人 
年出新产品数量

/ 只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3.3 0.21 9.0 0.80 

纺织服装制造业 33.3 0.04 1.7 0.17 

农林产品加工业 20.0 0.17 0.8 0.50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装饰纸) 30.0 0.27 4.0 0.70 

表 3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学历结构 / % 
企业决策方式

/ % 企业类型 
管理层平均

年龄 / 岁
高中及以下 中专 本科 本科以上 集体 个人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3.5 40.0 50.0 0.0 10.0 83.3 16.7

纺织服装制造业 50.7 42.9 28.6 28.6 0 50.0 50.0

农林产品加工业 44.6 54.6 27.3 18.2 0 80.0 20.0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装饰纸) 40.6 28.6 14.3 28.6 28.6 33.3 67.7

表 4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企业职工基本状况 

企业类型 
大专以上 
学历 / % 

有技术职称 
/ % 

企业有职工 
培训计划 / % 

工人平均工资 
水平 / 元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8.6 6.7 33.3 1 184 

纺织服装制造业  2.6 0.7 0 1 042 

农林产品加工业  6.5 4.6 20.0 1 050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装饰纸) 11.8 4.7 35.0 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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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速动比率等指标来反映. 其中资产负债率＝(负

债总额÷资产总额)×100%，反映的是债权人所提

供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 流动比率＝流动资

产÷流动负债，反映的是一元流动负债(一年内需

要偿还）所拥有的流动资产(一年内可以变现）数.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反映的

是一元流动负债(一年内要偿还）所对应的速动资

产金额(可用于偿还流动负债）. 表 6为 2004年临

安市四大特色行业偿债能力的具体指标值.  
表 6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偿债能力 % 

企业类型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电气器材制造业 50.0 1.16 0.93 

纺织服装制造业 49.1 1.47 1.18 

农林产品加工业 42.1 1.99 0.88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38.9 1.22 1.08 

1.7 临安市中小企业的营运水平 

反映企业营运水平的主要指标包括存货周转

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等. 其中存货

周转率＝销货成本÷平均存货，存货周转速度越

快，存货的占用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强. 总资产周

转率＝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资产总额的周转

速度越快，反映销售能力越强；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数)＝销售收入÷平均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周转率

越高、平均收账期越短，说明应收账款的收回越快. 

表 7为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营运水平状况.  表 5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盈利能力 %

企业类型 销售利润率 资产净利率 权益净利率

电气器材制造业 5.0 3.7 7.6 

纺织服装制造业 5.7 3.0 7.0 

农林产品加工业 9.9 7.4 12.8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5.0 4.0 6.1 

2 临安市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分析 

2.1 技术创新能力弱 

技术创新是维持企业发展的源泉与动力[3]. 根

据此次调查与分析，发现临安市中小企业发展过程

中，普遍存在技术创新能力弱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企业技术创新意识淡薄、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创新

成果少等方面. 在所调查的企业中，只有 41.6%的

企业有专门的研发机构，研发经费投入仅为销售收

入的 0.16%，企业每年提出的新产品仅为 0.54只；

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

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2.2 企业融资困难 

在此次调查中，有 42.1%的被访企业认为存在

融资困难，难以满足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融资

难的主要表现为临安市资金总量供给不足和企业

融资渠道单一这 2个方面[4].  

(1) 临安市资金总量供给不足. 据统计，临安

市 2004 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 95.36 亿元，贷款

余额为 89.44 亿元，存贷比为 0.94. 与周边余杭区

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余杭区 2004 年金融机构存

款余额为 337.79亿元，贷款余额为 234.78亿元，

存贷比为 0.70. 临安市资金总量供给无法满足企业

对资金的需求，不少企业因此外迁至周边其他地

区.  

(2) 企业融资渠道过于单一. 据调查，依靠商

业性银行贷款是目前临安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

的主要渠道，调查中只有 22%的企业表示在获得

银行资金支持以外还有其他资金来源渠道. 但是

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财务制度不健全

等问题，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对中小企业的

贷款比较谨慎，一般中小企业要获得银行的贷款比

较困难. 调查中发现，只有 29%的企业表示能够较

表 7  2004年临安市四大特色行业营运水平 % 

企业类型 
存货周转 

率 

总资产周 

转率 

应收账款周

转率 

电气器材制造业 8.95 1.05 5.53 

纺织服装制造业 9.25 0.87 15.55 

农林产品加工业 2.01 1.04  7.96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19.48 1.11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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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地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  

2.3 企业家资源匮乏 

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但就如

何衡量企业家素质却存在一定的困难[5]. 本次调查

中，对临安市企业家队伍进行了关注，仅从企业管

理层的学历结构来看，企业管理层的学历普遍偏

低，企业家资源相当匮乏. 在企业管理层中，高中

及以下学历占 46%，大中专占 34%，本科占 11%，

本科以上仅为 9%.  

2.4 政府职能部门服务不规范和效率不高 

近年来，临安市在工业经济为“第一经济”、

招商引资为“一号工程”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相继

开展了“中小企业服务月”、“中小企业服务年”等

活动，以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解决企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其出发点应该说是好的，但实际效果

却不尽如人意. 根据调查，目前企业对政府部门服

务的满意度是比较低的，满意仅占 9.5%，而不满

意的高达 57.1%.  

因此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是长期的服务与被

服务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 企业存

在的问题或困难不是集中的一个月或者说一年的

集中服务所能够解决的，重点应该是加强政府部门

日常服务的规范性和效率.  

3 临安工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 建立企业技术创新平台 

继续完善创新载体建设. 首先，充分运用绿色

硅谷的科技平台，广泛开展横向技术合作，加强企

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政府、行业协

会及一些技术开发中心的合作，通过产学研相结合

的发展途径，不断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并通过工

贸活动加快研究成果的转化. 其次，加强科技孵化

器、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和投入，提供研发、生产、

经营的场地，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和研发成果

的转化.  

此外，要激励创新主体建设，强化企业家的创

新意识和主动性，重研发，重人才，加大技术投入，

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竞争力.  

3.2 完善企业融资机制 

临安的本土资金总量有限，如果没有足够经济

增长的支撑，银行可贷资金的增长也将十分有限. 

因此，要满足对资金量的需求，必须吸引国内外民

间资本的投入，更要重视招商引资工作. 招商引资

是放大资金总量，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手段. 

利用全市的工业园区作为发展平台，利用临安的区

位优势和独有的生态环境，创新招商机制，加大政

策扶持，建设大型投资项目，促进临安工业结构优

化升级和经济实力的壮大.  

临安的企业要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推进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规

范化运行的基础保障. 通过股票和债券融资，充分

挖掘企业上市的储备，并对相关企业进行针对性培

训. 另外，企业要加强自我完善，要规范财务制度，

增加企业财务透明度. 在银行方面，针对中小企业

融资数量少、周转快、频率高以及普遍缺乏能作为

抵押的不动产的特点，设计推出适合其特点的金融

产品.  

3.3 构建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 

要创造一个企业家成长的宽松和灵活的环境，

最主要是实现企业家制度的创新. 要让这样一个

群体有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和才能的体制条件，

实现企业家的职业化、市场化，还需完善制度安排，

为企业家脱颖而出确立科学的制度、有效的监督约

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同时，要实施企业家素质提

升工程，进一步抓好培训工作. 要建设好一支具有

创新精神、强烈科技意识和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家

队伍.   

3.4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政府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克服部门管理的惯

性，从完善基础条件、健全体制入手，加大工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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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投入，稳步推进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

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比较

有利的外部环境. 要着力培育龙头企业，鼓励企业

创新、优品牌，优化集群内分工，抑制恶性竞争.  

同时政府要提高服务效率，大力改善人文办事

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

府. 加强对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的培训，将懂经济、

重服务的人员配备到有关职能部门，提高办事效

率，为企业提供完善便捷的服务和更多的共享资

源.  

参考文献： 
[1] 高凌云, 程敏, 徐海俊.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构

建研究[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04, 21(6):90-93. 

[2] 郭伊扬, 郭尚鸿, 沈祖志. 适合中小型制造企业的客户

信用评估的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03, 12(1):122-126. 

[3] 陆立军. 浙江省 1162家民营科技企业问卷调查与分析

报告[J]. 科研管理, 2003, 24(2):101-108.  

[4] 陈乃醒.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武汉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7(6):677-680. 

[5] 应云进. 中小民营企业家队伍现状及发展对策——以

浙江省为例[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17(6):693-697.

 

Development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Lin’an 

WANG Wei-min 

( Subbranch of Commercial Bank of Hangzhou City, Lin’an 311300, China ) 

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parts of Lin’an industrial econom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Lin’an economic growth. Taking the four major representative sectors as the 

reviewed objects, which are electric-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garment and textile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e 

products processing paper making and trading, in this pape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seven aspects: enterprise sca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business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profit, operation, repayment. The major factors that hamp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Lin’an are also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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