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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企业“造血”功能
以数字化转型

文  |  贺强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的载体，是改善

民生的关键。但是在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多

重冲击下，许多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了难关和挑战。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中小企业纾困，扶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从短期来看，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内的相关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能够给中小企业“输血”，缓解其临时的困难；从长期来看，还应想方设法

增强中小企业的“造血”功能，培育其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更为重要。

目前，加快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摆脱困难、顺应环境求发展的

必然选择。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速转型升级，

能有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虽然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升级转型的重要性，但因为

自身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其转型程度远远低于大型企业的水平。导致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高成本制约、技术水平不足和解决方

案缺位。为此，建议从以下四方面着手改进。

一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及生态体系建设。加快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中小企业提供友好可信的计算、网络和存储能力。

建立政府、科研机构、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作为支撑，围绕中小企业生产、流通、服务各应用场景

提供数据服务，建设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生态体系。

二是以数字化采购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议制定相应补贴政策，

联动数字化采购平台，采取政府+平台补贴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发放电子采

购券，在缓解中小企业压力的同时，推动中小企业优先在采购领域推进数字

化转型。培育和发展一批服务中小企业的数字化采购平台，并提供数字化经

营的分析工具，鼓励中小企业利用采购数据进行生产经营决策，降本增效。

三是培育新型实体企业，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培育一批兼具数字技术

能力和实体经济属性、对推动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促进作用的新型实体企业，

让其在深入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形成有针对性和借鉴意义的解决方案。

建议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加大对新型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其在产

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探索出一条以大带小、新型带传统的有

效路径。

四是建立完善监管标准，提供良好政策环境。研究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分类分级监管标准，明确区分以流量为核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以

深度参与生产流通为核心的实体型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运营与数

字科技服务），进行分类监管、区别指导、精准监督，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市

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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