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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小企业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举足轻重ꎮ 自

经济转轨以来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断向前推进ꎬ 历经经济转轨初期

小企业改革和较快发展阶段ꎻ 强化法律法规建设和大力扶持小企业改革发展阶

段ꎻ 危机后期小企业的恢复发展和摆脱经济危机对小企业影响的阶段ꎻ 中小企业

从逐步摆脱危机阴影并开始平稳发展ꎬ 到多年持续较快发展阶段ꎬ 且对俄罗斯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提高ꎮ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历来离不开政府的

扶持ꎬ 政府多措并举的政策措施ꎬ 既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ꎬ 也使其享受到了一

定的政策红利ꎮ 其中ꎬ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ꎬ 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ꎬ 不仅是俄罗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方向ꎬ 也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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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ꎬ 国有大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ꎬ 中小企业

的发展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ꎬ 反而受到排挤ꎬ 也没有建立起大型和中小型企业

相互促进发展和分工协作的体系ꎮ 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受到限制ꎬ 俄罗斯民用消费

品生产严重不足ꎬ 商品短缺ꎬ 服务业发展滞后ꎮ 自经济转轨以来ꎬ 特别是自 １９９２
年开始推进全面私有化后ꎬ 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ꎮ 小企业数量在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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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达到了 ５６ 万家ꎬ １９９３ 年上升到 ８６ ５ 万家ꎬ １９９４ 年达到 ８９ ７ 万家①ꎮ 俄罗

斯的中小企业也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力和信息灵通、 决策灵活的特点ꎬ 发挥出与

消费者直接接触和联系、 了解市场行情等优势ꎬ 从而使这些企业较之大企业能够

更迅速地开发市场并更快地达到自己确定的目标ꎮ

一　 中小企业改革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在俄罗斯经济文献中ꎬ 虽然经常出现 “中小企业” 的概念ꎬ 但更多使用的

是 “小企业” 这一概念ꎮ 在通常情况下ꎬ “中小企业” 也主要是指 “小企业”ꎮ
俄罗斯国家杜马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 «俄罗斯联

邦发展中小企业法» 对微型、 小型和中型企业重新划定后②ꎬ 对小型和中型企业

才有了明确的区分ꎬ 但俄罗斯学界将 “中小企业” 和 “小企业” 两者混用的情

况依然很普遍ꎮ 本文以 «俄罗斯联邦发展中小企业法» 的颁布为分界ꎬ 之前用

“小企业”ꎬ 之后用 “中小企业”ꎮ 在一般性论述时使用 “中小企业” 概念ꎮ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改革发展始于经济转轨和全面私有化ꎬ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ꎬ 中小企业的改革发展历经几个关键时间节点ꎬ 具有显著的阶段变化特征ꎮ

(一) 经济转轨初期的小企业改革与发展阶段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
在这个阶段ꎬ 俄罗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规: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关于俄罗

斯联邦中小企业发展的组织措施» 的第 １４８５ 号总统令ꎬ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俄罗斯

联邦部长会议和俄罗斯政府 «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发展和国家扶持小企业的首要措

施» 第 ４４６ 号决议ꎬ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俄罗斯政府 «关于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年国家扶持

小企业的措施» 第 ４０９ 号决议ꎬ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关于税收政策若干问题» 第

１００４ 号总统令ꎬ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俄罗斯政府 «关于扶持小企业的区域机构网

络» 第 １４３４ 号决议ꎮ 这些法规规定的小企业扶持措施被认为是经济转轨的重要

方向之一ꎬ 确定了小企业发展的优先事项ꎻ 规定对用于发展生产的利润额给予免

税ꎬ 对小企业在经营期的第三、 第四年的利润实行优惠税率ꎻ 对重要的民用消费

品和食品生产提供贷款ꎻ 计划从国家基金和储备金中为高风险项目提供保险ꎻ 为

８９

①

②

Рыбина М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мало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адикальных рыночных реформ в России / / Менеджмент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ꎬ ２００１ꎬ № ２

廖伟径: «俄罗斯: 多元措施扶持中小企业»ꎬ 载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ꎮ



俄罗斯中小企业改革发展历程与政府扶持政策　

小企业的外国投资提供保障等ꎮ 但这些措施有的并未得到有效实施ꎮ 虽然这个阶

段小企业数量迅速增长ꎬ 尤其是科学和科技服务领域小企业的数量增加了 ２ 倍ꎬ
农业领域的小企业增加了 ２ １ 倍ꎬ 物资技术供应领域的小企业增加了 １ ９ 倍ꎬ 教

育领域的小企业增加了 １ ８ 倍ꎬ 但物质生产领域的小企业在国家小企业总构成中

的比重明显下降ꎮ 此外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俄罗斯信贷联盟成立ꎮ
到 １９９３ 年年底ꎬ 在俄罗斯注册的信贷联盟共有 １５ 个ꎬ 其中ꎬ 弗拉基米尔州 ５
个ꎬ 克麦罗沃州 ２ 个ꎬ 莫斯科 ２ 个ꎬ 叶卡捷琳堡 ２ 个ꎬ 圣彼得堡、 彼得罗扎沃茨

克、 车里雅宾斯克、 图阿普谢各有 １ 个ꎮ 这些信贷联盟是根据俄罗斯联邦 «消费

合作法» 注册的ꎮ 所有存款总额超过了 ４ ０５０ 万卢布ꎬ 向股东提供贷款４ ０００万
卢布①ꎮ

在这个阶段ꎬ 证券私有化总体上对小企业的消极影响要大于积极影响ꎬ 尤其

是实行价格自由化实际上使小企业经营的必要资金来源即自有资金和储蓄存款严

重缩水ꎮ 同时ꎬ 自 １９９２ 年开始出现的小企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并没有持续ꎬ 到

１９９４ 年年底ꎬ 有些小企业已陷入困境ꎬ 许多科学咨询企业、 贸易和中介企业面

临或已经解体ꎮ 而且ꎬ 在联邦层面ꎬ 俄罗斯将国家扶持小企业的职能交由产业政

策委员会执行ꎬ 但该委员会并不能解决小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ꎮ 因而 １９９３ 年俄

罗斯有 ５０％已注册的小企业并没有开工ꎬ ３０％的小企业勉强维持生计ꎬ ４０％的小

企业没有纳税ꎬ １０％的小企业处于一般状态ꎬ 只有 ３％ ~４％的小企业得到快速发

展ꎮ 但成功运营的小企业中有 ３７％与影子经济有关②ꎮ
这个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俄罗斯成立了与小企业发展相关的基金会和协会ꎮ

根据俄罗斯的规定ꎬ 这些基金会和协会的主要职能是吸引资金ꎬ 包括国内外合作

伙伴的资金ꎬ 旨在为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ꎬ 以使小企业得到稳定发展ꎮ １９９４
年年初ꎬ 经俄罗斯政府批准ꎬ 在科学技术领域成立了促进小企业发展基金会ꎮ 该

基金会是非营利组织ꎬ 当时规定拨付 ０ ５％ 的联邦预算用于科技发展 (自 １９９６
年起提高至 １ ０％ )ꎮ 该项基金旨在 “通过支持、 建立和发展小型创新企业的基

础设施ꎬ 通过吸引财政资源来鼓励竞争ꎬ 促进科技领域国家政策的实施ꎬ 有针对

性和有效地使用这些财力来实施建立科技密集型产品生产的纲领和计划”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还成立了小企业发展协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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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ꎬ 这个阶段俄罗斯小企业发展较快ꎬ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ꎬ 小企业数量从

２６ ８ 万个增至 ８６ ５ 万个ꎬ 平均就业人数从 ５４０ 万增至 ８６０ 万ꎬ 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１１ ３％增加到 １５ ５％ ꎮ 但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 小企业的发

展还没有出现决定性的转变ꎬ 小企业在俄罗斯工业结构改革中的地位尚须巩固ꎻ
作为小企业发展最重要条件的竞争环境尚未形成ꎻ 偿还贷款问题仍然是俄罗斯带

有普遍性的尖锐问题ꎻ 国家扶持小企业的统一规划和相应的体系在 １９９４ 年年中

以前还没有形成ꎮ 因而这仍然是俄罗斯小企业发展的一个试错阶段ꎬ 但人们对发

展小企业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ꎬ 认为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之一①ꎮ

(二) 深化小企业改革发展、 强化法规建设和扶持阶段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年)
这是俄罗斯小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ꎬ 涉及小企业的许多重要法律

法规都出自这一阶段ꎮ 俄罗斯在这个阶段注重更新小企业发展理念ꎬ 明确将经济

政策的重心放在建立和大力发展小企业上ꎬ 并制定具体措施来为小企业提供真正

的帮助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出台的第 ８８ 号联邦法 «俄罗斯联邦国家扶持小企业法» 第

３ 条对小企业的法律地位作了明确界定ꎮ 也在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俄罗斯成立了国家小

企业发展和扶持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不仅在扶持和发展小企业方面拥有广泛的权

力ꎬ 而且还负责制定和实施与小企业相关的所有国际援助计划ꎮ 其主要职能包

括: 就小企业发展问题协调相关部委和职能部门的工作ꎻ 在联邦一级、 联邦主体

和市级就小企业发展领域形成和实施国家政策问题提出建议和实行必要措施ꎻ 制

定和实施国家扶持小企业联邦纲要ꎻ 与其他部委和部门共同提出并按规定方式向

俄罗斯政府提交有关国家扶持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或法规草案等ꎮ 在国家小企业发

展和扶持委员会与相关部委和部门以及企业家联合会的共同努力下ꎬ 俄罗斯小企

业数量减少的势头得以遏制ꎮ 截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俄罗斯共有小企业 ８２ ９
万家ꎬ 从业人员 ８２４ １２ 万人ꎮ 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小企业超过了 ８４ ２ 万家ꎬ
从业人员为 ８６１ ８３ 万人ꎮ 其中ꎬ 从事贸易和公共餐饮的小企业占比达到 ４３％ ꎬ
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小企业次之ꎬ 占 ３２％ (分别为 １７％和 １５％ )ꎮ 到 １９９７ 年下半

年ꎬ 小企业数量达到了 ９５ 万个ꎮ 此外ꎬ 俄罗斯税务部还查明约有 ３５０ 万的非法

人小企业ꎮ 如果将从事第二职业的人员和临时雇员计算在内ꎬ 俄罗斯有 １５％ ~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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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的人口与小企业活动有关ꎮ 但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即在经济危机期间俄罗斯撤销了

国家小企业发展和扶持委员会ꎬ 这对国家扶持小企业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均产生

了不利影响ꎬ 该委员会扶持小企业发展的职能转给了俄罗斯反垄断政策与企业扶

持部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 年)①ꎮ
俄罗斯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 １２５６ 号政府决议批准的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国家扶

持小企业联邦纲要»ꎬ 确定了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国家对小企业的扶持措施和基本政策

走向ꎬ 其目的是确保小企业在生产、 创新和其他领域的稳定发展ꎮ 该纲要提出的

目标任务是: 为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创造必要条件ꎻ 形成国家扶

持小企业的体系ꎻ 在生产、 创新和社会领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ꎬ 开办和扶持小企

业ꎬ 以便为市场提供国产商品和服务ꎻ 支持创新积极性ꎬ 开展商品和服务市场的

竞争ꎻ 激活金融、 信贷和投资机制ꎬ 为小企业寻找新的融资来源ꎮ 该纲要还规定

了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的主要措施ꎬ 如确定 １９９６ 年的拨款总额为 ８ ８３３ ５ 亿卢

布ꎬ 将其列入联邦小企业扶持基金ꎮ 据统计ꎬ 在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间ꎬ 俄罗斯先后

出台了 ４０ 多项涉及小企业活动的法律法规ꎬ 如 «俄罗斯联邦租赁法» 和 «关于

小企业领域的担保和保证制度» 等ꎮ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召开第一届全俄小企业家大会

之后ꎬ 俄罗斯出台了 «国家扶持小企业的优先措施» 纲要ꎬ 颁布了 «关于国家

扶持小企业的优先措施» 的总统令ꎮ 具体措施包括: 简化注册程序ꎻ 对服务于小

企业的银行、 租赁和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ꎻ 自 １９９７ 年起ꎬ 将国家就业基金预

算的 ４０％用于创造新的工作岗位ꎻ 为小企业设立担保基金等ꎮ
在这个阶段ꎬ 俄罗斯重视创新型小企业在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特殊作用ꎬ 引

导和扶持这些企业快速发展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ꎬ 科技领域的小企业

数量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３ ５９ 万家增加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５ １７ 万家ꎮ 截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科技领域的小企业总数为 ４ ８８ 万家ꎬ 占小企业总数的 ５ ６％ ꎮ 科技领域的小企业

按所有制形式划分ꎬ 非国有制占 ９５ ８％ ꎬ 国有和市属小企业占 ４ ２％ 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为 ２３ １９ 万人ꎬ 占全国所有小企业就业人数的 ２ ６％ ②ꎮ
此外ꎬ 科技领域促进小企业发展基金对扶持创新型小企业也发挥了较好作用ꎮ 到

１９９７ 年下半年ꎬ 该基金资助了 ６２５ 个创新项目ꎬ 这些项目是从 １ ８７３ 家申请的小

企业中通过竞争确定的ꎬ 资助范围包括生产医疗技术设备、 机床和仪器、 电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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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新材料等小企业的创新项目ꎮ 资助创新型小企业的创新项目约占该基金总预

算的 ８０％ ꎬ 其余 ２０％ 的大部分主要用于资助建立创新和技术中心网络 (占

９％ )ꎬ 参加小型创新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展览会 (占 １％ )ꎬ 资助小企业的探索性

研究 (占 ２％ )ꎮ 俄罗斯创新型小企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障碍因素ꎬ 主要是企业

创新的自有资金不足、 税负过重、 贷款条件苛刻等ꎮ
截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ꎬ 俄罗斯为扶持小企业在各地区建立了 ７４ 个地区基金、 ６０

个企业孵化器、 ８０ 个教育培训中心、 ４０ 家租赁公司、 ４４ 个科技园、 ６０ 个小企业

信息和分析中心ꎮ １９９７ 年上半年还拨出 ９３ 亿卢布用于发展小企业基础设施ꎬ 其

中超过 ５０ 亿卢布列入到加里宁格勒、 下诺夫哥罗德、 萨拉托夫、 托木斯克地区、
印古什共和国、 卡尔梅克共和国、 卡累利阿共和国、 鞑靼斯坦共和国、 阿尔泰和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犹太自治州、 汉特 － 曼西斯克自治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基

金ꎮ 莫斯科是俄罗斯小企业发展的重点地区ꎬ 其小企业数量占俄罗斯小企业总数

的 ２０％ ꎮ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莫斯科小企业发展纲要确定了以下优先发展领域: 农产

品和食品生产、 加工和销售ꎻ 民用消费品生产ꎻ 药品和医疗设备生产ꎻ 提供各类

服务ꎻ 公共餐饮ꎻ 建筑ꎻ 创新和环保ꎮ 还规定对莫斯科的各类小企业在支付公用

事业、 火警和电话通信费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ꎮ 在小企业建立的前两

年ꎬ 完全免征财产税ꎬ 第三年免税 ５０％ ꎬ 第四年免税 ２５％ ꎮ 对生产食品工业技

术设备的企业ꎬ 免征产品销售利润税ꎮ
在 １９９８ 年危机前ꎬ 俄罗斯小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ꎮ

如 １９９６ 年ꎬ 小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超过 ３００ 万亿卢布 (占总量的 ７％ ꎬ 如

果将非法人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和完成的工程计算在内ꎬ 几乎占到总量的 １０％ )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各级预算从小企业得到了 ３６ ８ 万亿卢布ꎬ 其中包括联邦预算的 １５ ４ 万

亿卢布ꎮ 小企业的税收征缴率很高ꎬ 达到 ８６％ ꎮ 小企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约为 １２％ ꎮ
但总体看ꎬ 俄罗斯小企业在这个时期仍未能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

题的作用ꎮ 俄罗斯学者认为ꎬ 小企业没能很好地完成俄罗斯经济中那些可以由小

企业来承担的任务ꎬ 这不是小企业的错ꎬ 而是小企业的不幸ꎮ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

要原因是国家经济不景气ꎬ 如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济增长率下降、 投资不足和经

济联系崩溃等①ꎮ 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ꎬ 使得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年间俄罗斯小企业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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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面都很大ꎬ １９９７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分别达到了 ３９ ４％和 ３８ ４％ ꎮ 此外ꎬ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年ꎬ 俄罗斯小企业经营活动的盈利率和资产利润率不断下降ꎬ 分别从 １８ ２％降至

３ ８％ 、 从 ８ ６％降至 － ２％ ꎮ 从总体上看ꎬ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６ 年ꎬ 俄罗斯小企业的盈利

率要高于大中型企业ꎻ 而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的情况则相反ꎬ 大中型企业的盈利率要

高于小企业ꎮ 而且除住宅公用事业和非生产性的居民日常服务行业的大中型企业

的盈利率为负ꎬ 低于小企业外ꎬ 有些行业大中型企业的盈利率甚至远高于小

企业①ꎮ

(三) 危机后期小企业的恢复发展阶段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
俄罗斯小企业是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经济危机冲击的主要受害者ꎬ 遭受的损失约合

１２０ 亿美元ꎮ 官方数据显示ꎬ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以后ꎬ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ꎬ 有 ２５％ ~
３５％的小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ꎬ 其余的约有 ６０ 万家小企业虽然

仍在运营ꎬ 但也减少了员工数量ꎬ 并降低了工资标准ꎮ 因此ꎬ 在危机后期俄罗斯

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ꎮ 为使小企业摆脱困境ꎬ 促进小企业发

展ꎬ 俄罗斯制定了 １９９８ ~ １９９９ 年国家扶持小企业发展联邦纲要ꎬ 提出的发展目

标是使小企业数量达到 ９０ 万 ~ ９５ 万个ꎬ 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１３％ ~
１４％ ꎮ 但到 １９９９ 年年末小企业数量为 ８９ １ 万个ꎬ 其产值仅占 ＧＤＰ 的 ９ ５％ ꎮ 显

然ꎬ 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并没有完成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俄罗斯政府 «关于在物

质生产领域发展和国家扶持小企业以及促进其创新活动的综合措施» 的第 １４６０
号决议ꎬ 提出要将物质生产作为小企业最重要的活动领域ꎬ 尤其是促进小企业创

新活动的发展ꎮ 国家优先扶持的小企业: 一是在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从事生

产和创新活动的小企业ꎻ 二是微生物、 医疗和生物技术行业的小企业ꎻ 三是电子

工业、 木材加工工业、 建筑业、 食品工业、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 民用消费品生

产领域的小企业ꎮ 在此后出台的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国家扶持小企业联邦纲要中ꎬ 提

出要在联邦层面提高国家扶持措施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ꎬ 为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利

条件ꎮ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ꎬ 是开展小企业领域的国际合作ꎬ 积极参与各种国际

合作项目ꎬ 并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ꎬ 完善国家对小企业

的扶持体系ꎮ 纲要确定的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小企业发展和国家扶持小企业的重点方

向是: 恢复因 １９９８ 年经济危机而丧失的小企业发展潜力ꎻ 国家扶持小企业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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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万户ꎬ 在小企业的就业人数要达到 ８５０ 万人ꎬ 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

到 １２％ ꎮ
在这一阶段ꎬ 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摆脱经济危机对小企业发展的影响ꎬ 开启

小企业重振之路ꎮ １９９９ 年小企业数量曾达到 ８９ １ 万家ꎬ ２０００ 年减至 ８７ ９ 万家ꎬ
２００１ 年进一步减少到 ８４ ３ 万家ꎮ 这仅是就数量而言ꎬ 实际上随着俄罗斯经济形

势的好转ꎬ 小企业自 ２０００ 年起也在逐步摆脱危机ꎬ 在小企业就业的人数不仅稳

定而且还有所增加: １９９９ 年在小企业工作的平均在册人数比 １９９８ 年增加了

１ ９％ ꎬ ２０００ 年同比增加了 １ １％ ꎮ 同时ꎬ 生产也在持续增长ꎬ ２０００ 年 １ ~ ９ 月与

１９９９ 年同期相比ꎬ 小企业生产总量增加了 ２５ ４％ ꎬ ２０００ 年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

增加了 ３８％ ①ꎮ 从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看ꎬ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分别为 ５ ６％ 、
５ ４％和 ５ ９％ ꎮ

应当指出ꎬ ２０００ 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ꎬ 一直重视小企业的发展ꎬ 他认

为小企业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ꎬ 强调小企业在促进俄罗斯经济发

展、 创造就业机会和帮助政府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俄罗

斯还正式通过了 «国家扶持和发展小企业的政策构想»ꎮ

(四) 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２００２ 年至今)
在这个阶段之初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逐步摆脱了危机阴影并开始平稳和较快发

展ꎮ 这与普京第一任期内俄罗斯经济的好转和出现恢复性增长ꎬ 以及营商环境的

进一步改善相关ꎮ 小企业数量也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８４ ３ 万家恢复到 ２００２ 年的 ８８ ２ 万

家ꎮ «俄罗斯联邦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 规定了国家发展小企业

的中期目标任务: 减少对小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设置的行政障碍ꎻ 发展信贷和保

险ꎻ 简化税收报表ꎻ 完善课税和海关监管制度ꎻ 发展扶持小企业的基础结构ꎮ 实

现这些既定目标ꎬ 必须改革国家扶持小企业的现行体制ꎻ 发展对小企业的小规模

货款ꎻ 在高科技领域为小企业建立科技园和孵化器ꎻ 简化小企业主体的税收报

表ꎻ 继续完善税收法规ꎮ 针对这些目标任务ꎬ 俄罗斯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ꎬ 首先

是实现普京总统提出的 “对中小企业实行更加优惠的课税体制” 的要求ꎬ 并简

化小企业纳税方法ꎬ 降低小企业税负ꎬ 实行 “小企业统一税” (将小企业利润

税、 销售税、 财产税、 统一社会税和增值税 “五税合一”)ꎮ 此外ꎬ 政府还以基

金等形式给予小企业技术和信息支持ꎮ 政府对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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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数量变化看中小企业的发展

截至 ２００４ 年年底ꎬ 俄罗斯共有小企业 ９５ ３１ 万家ꎮ 这一年有 ８６６ ７ 万人在

小企业就业ꎬ 占俄罗斯就业总人口的 １５ ９％ ①ꎮ 表 １ 反映了俄罗斯小企业数量的

变化及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ꎮ

表 １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年各经济部门的小企业数量 (单位: 万个)

年份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所有经济部门 ８４ １７ ８７ ９３ ８４ ３０ ８８ ２３ ８９ ０９ ９５ ３１

工业 １３ １９ １３ ４２ １２ ５１ １２ １０ １１ ８７ １２ ８１

农业 １ ０９ １ ４４ １ ３４ １ ５６ １ ７８ １ ９３

建筑业 １３ ８０ １２ ６８ １２ １９ １１ ３０ １１ ６８ １２ １３

运输业 １ ７５ １ ９５ １ ８８ ２ ０２ ２ １８ ２ ６３

通信业 ０ ２９ ０ ３７ ０ ３７ ０ ３９ ０ ４７ ０ ５５

商业和餐饮 ３５ ９３ ４０ ７５ ３８ ８１ ４２ ２４ ４１ ６７ ４４ １２

生产技术产品批发 １ ４６ １ ３９ １ ５９ ２ ７９ ２ ７４ ２ ５７

信息与计算服务 ０ ６１ ０ ５６ ０ ６４ ０ ６５ ０ ８０ ０ ８７

不动产业务 ０ ３９ １ １１ １ ４２ ２ ０３ ２ ３６ ３ ０５

确保市场运作的一般商业活动 ３ ５９ ３ ５７ ３ ４７ ３ ８８ ３ ９５ ４ ４３

住房和公用事业 ０ ２８ ０ ５１ ０ ５２ ０ ３１ ０ ４０ ０ ４７

非生产性的居民消费服务 １ ０２ ０ ９６ ０ ９４ ０ ９８ １ ０３ １ ０９

卫生保健、 体育和社会保障 １ １０ １ ８５ １ ７４ １ ９０ １ ９９ ２ ２３

教育 ０ ６６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０ ３４ ０ ３１ ０ ２５

文化和艺术 ０ ６５ ０ ８４ ０ ７９ ０ ８１ ０ ８４ ０ ９３

科学与科学服务 ４ ６７ ３ ０９ ２ ８５ ２ ２７ ２ ２１ ２ ０７

财政、 信贷、 保险和退休保障 １ ０８ ０ ５９ ０ ５６ ０ ５０ ０ ４４ ０ ５６

其他部门 ２ ６１ ２ ３０ ２ １８ ２ １６ ２ ３７ ２ ６２

　 　 资料来源: Иванов С и др ꎬ Развитие мал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ыночных
реформ / / Вестник Белгор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ꎬ ２００６ꎬ № １ꎬ 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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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４ 年起ꎬ 俄罗斯小企业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ꎮ 表 ２ 显示ꎬ 继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小企业数量超过 ９０ 万家ꎬ 分别达到 ９５ ３ 万家和 ９７ ９ 万家后ꎬ 自 ２００６ 年

起小企业数量超过了 １００ 万家ꎬ ２０１２ 年又超过了 ２００ 万家ꎬ 并持续增至 ２０１７ 年

的 ２７５ ５ 万家ꎮ 表明这个阶段中小企业的数量有了更大的增加ꎮ

表 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小企业总数 (单位: 万家)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总数 ８８ ２ ８９ ３ ９５ ３ ９７ ９ １０３ ３ １１３ ７ １３４ ８ １５７ ９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总数 １６４ ４ １８３ ６ ２００ ３ ２０６ ３ ２１０ ４ ２２２ ２ ２７７ １ ２７５ ５

　 　 资料来源: 据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ꎬ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相关年份数据整理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俄罗斯统计年鉴» 公布的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小企业总

数有所下降ꎬ 为 ２６６ 万家 (含小微企业)①ꎮ 而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从数字看

俄罗斯» 简明统计汇编的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小企业数量为 ２３ ８ 万家 (统计口径不

同ꎬ 不含小微企业和中型企业)ꎬ 在小企业就业的人数为 ５８０ １ 万人②ꎮ 表 ３ 是

«从数字看俄罗斯» 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小企业数量及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ꎮ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按经济活动类型划分的小企业数量 (不含小微企业)

小企业数 (个) 占总数的百分比

总计 ２３８ ３００ １００

其中:

　 农业、 林业、 狩猎、 渔业 ８ ０００ ３ ４

　 矿藏开采 １ ２００ ０ ５

　 加工制造业 ３１ ８００ １３ ３

　 提供电力、 燃气和蒸汽ꎻ 空调 ２ ５００ １ ０

　 供水ꎻ 水排放、 废物收集和处理、 消除污染 ２ ９００ １ ２

　 建筑业 ２９ ５００ １２ ４

　 批发和零售贸易ꎻ 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７７ ５００ ３２ ５

　 运输和仓储 １２ ８００ ５ ４

６０１

①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９: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ꎬ М ꎬ ２０１９ꎬ С ３７１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２０１９: Крат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 Ｍ ꎬ ２０１９ꎬ С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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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酒店和餐饮业 ９ ３００ ３ ９

　 信息通信领域 ６ ８００ ２ ８

　 不动产业务 １７１００ ７ ２

　 专业科技活动 １２ ５００ ５ ２

　 行政管理活动和相关的附加服务 １５ ０００ ６ ３

　 教育 ２００ ０ １

　 保健和社会服务 ５ ２００ ２ ２

　 文化、 体育和休闲娱乐业 １ ０００ ０ ４

　 　 资料来源: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２０１９: Крат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 Ｍ ꎬ ２０１９ꎬ С ２６６

还应指出ꎬ 虽然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 «俄罗斯联邦发展中小企业法» 正

式使用了 “中小企业” 的概念ꎬ 但自 ２００８ 年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历年统计年

鉴仍只设 “小企业” 类别ꎬ 并没有对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进行分类统计ꎬ 只是在

国家统计局的 «俄罗斯中小企业» 统计手册中对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分别进行统

计ꎮ 该统计手册对中小企业的统计分类标准是: 中型企业数为报告年度末正在运

营的中型企业法人企业数ꎬ 平均从业人员为 １０１ ~ ２５０ 人ꎬ 其上一年度的商品

(工程、 服务) 销售收入额 (不含增值税) 不超过 １０ 亿卢布ꎮ 小企业数为报告

年度末正在运营的法人小企业主体 (也包括暂停经济活动不超过 ２ 年的企业)ꎬ
其平均从业人数不超过 １００ 人 (含)ꎬ 上一年度的商品 (工程、 服务) 销售收入

额 (不含增值税) 不超过 ４ 亿卢布ꎮ 由于表 ２ 是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历年的

«俄罗斯统计年鉴» 整理而成ꎬ 因而表中自 ２００８ 年后的小企业数可以理解为中小

企业数ꎮ

２ 从贡献视角看中小企业的发展

有数据表明ꎬ 中小企业对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越来越高ꎮ 表 ４ 反

映了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小企业的发展与贡献情况ꎮ

表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小企业的发展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 ５ ４ ５ ９ ６ ７ ９ ０ １２ ７ １２ ５ １１ ６

在小企业就业的人数 (万人) ７６２ １ ７４３ ６ ７９７ ６ ８２５ ５ ８６６ ７ ８９３ ４ ９４６ ９

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 ) １２ ９ １２ ８ １４ ３ １４ ９ １５ ９ １６ ７ １７ ８

　 　 资料来源: Росстат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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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４ 可见ꎬ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 俄罗斯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小企业就业

人数和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都有较大提高ꎮ 表 ５ 则具体反映了

２００４ 年小企业的运营情况ꎮ

表 ５　 ２００４ 年俄罗斯小企业 (不含小微企业) 提供的产品 (工程、 服务) 总量

主要行业的产值

亿卢布 占总数的百分比 (％ )

所有经济部门 １９ ０９９ １００

工业 ４ ８１３ ２５ ２

农业 ２３４ １ ２

建筑业 ４ ４９５ ２３ ５

运输业 ８４６ ４ ４

通信业 １５１ ０ ８

商业和餐饮 ５ ６４６ ２９ ６

生产技术产品批发 ４８２ ２ ５

信息与计算服务 １４１ ０ ７

不动产业务 ３７０ １ ９

确保市场运作的一般商业活动 ５４４ ２ ８

住房和公用事业 １２５ ０ ７

非生产性的居民消费服务 ５６ ０ ３

卫生保健、 体育和社会保障 ２３０ １ ２

教育 １５ ０ １

文化和艺术 １２５ ０ ７

科学与科学服务 ３８６ ２ ０

财政、 信贷、 保险和退休保障 １０ ０ １

其他部门 ４３０ ２ ３

　 　 资料来源: Иванов С и др ꎬ Развитие мал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ыночных
реформꎬ С １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从 １０３ ３ 万家增至 ２００ ３ 万家ꎻ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小企业又从 ２０６ ３ 万家增至 ２７５ ５ 万家ꎮ 中小企业不仅是数量的增加ꎬ 其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在增大ꎬ 表 ６ 反映了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中小企业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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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相关数据ꎮ

表 ６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中小企业活动的主要经济指标

小企业

总计 其中小微企业
中型企业

企业数 (万家)

２０１５ 年 ２２２ ２ １９９ ０ １ ９

２０１６ 年 ２７７ １ ２５９ ８ １ ３

平均员工人数 (万人)

２０１５ 年 １ １３３ １ ４６０ ６ ２１７ ８

２０１６ 年 １ １０４ ０ ５６５ １ １７４ ５

平均员工人数
(不包括外部兼职人员)

(万人)

２０１５ 年 １ ０３７ ８ ４１９ ８ ２０３ ７

２０１６ 年 １ ００５ ６ ５００ ６ １６７ ７

企业营业额 (亿卢布)

２０１５ 年 ４４１ ２４３ １８５ ８７０ １０３ ６２７

２０１６ 年 ３８８ ７７０ ２０１ ３８８ ７５ ９０４

　 　 资料来源: Малое и средне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ｒｅｐｉｓ － ２０２０ ｒｕ / ｗｐｓ / ｗｃｍ /
ｃｏｎｎｅｃｔ / ｒｏｓｓｔａｔ＿ｍａｉｎ / ｒｏｓｓｔａｔ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ｄｏｃ＿１１３９８４１６０１３５９

从表 ６ 可见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员工人数分别为 １ ３５０ ９ 万人

和 １ ２７８ ５ 万人ꎬ 中小企业的营业总额分别达到 ５４４ ８７０ 亿卢布和 ４６４ ６７４ 亿卢

布ꎮ 另有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在小企业就业人数为 １ １９８ ６ 万人ꎬ 企业营业总额为

４８４ ５９２ 亿卢布①ꎮ ２０１８ 年小企业就业人数为 １ １８２ 万人ꎬ 企业营业总额为

５３３ １４２亿卢布②ꎮ ２０１９ 年小企业就业人数为 １ １３４ 万人ꎬ 企业营业总额为５２９ ６３９
亿卢布③ꎮ

总的来看ꎬ 在这个阶段俄罗斯中小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ꎬ 其中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９０１

①
②
③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８: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ꎬ М ꎬ ２０１８ꎬ С ３１６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９: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ꎬ М ꎬ ２０１９ꎬ С ３７１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２０２０: Крат стат сб / Росстат － Ｍ ꎬ ２０２０ꎬ С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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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俄罗斯小企业 (包括小微企业) 数量增加了 ５３％ ①ꎮ 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助

于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持社会稳定ꎬ 而且还有对 ＧＤＰ 的贡献、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

促进作用和对平衡地区差距的贡献ꎬ 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ꎮ

二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进程中ꎬ 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ꎬ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ꎬ 与俄罗斯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一定的政策

倾斜密不可分ꎮ 在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ꎬ 政府都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

极大关注和多方扶持ꎬ 促使中小企业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重点的融合发展ꎮ

(一) 完善法律法规ꎬ 为中小企业改革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自 １９９２ 年经济转轨之初ꎬ 俄罗斯在着手制定小企业发展规划和措施的同时ꎬ
也将完善针对小企业的法律法规作为经济转轨和发展的迫切任务ꎮ 如前文所述ꎬ
俄罗斯相继出台了包括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关于俄罗斯联邦中小企业发展的组

织措施» 的第 １４８５ 号总统令、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和俄罗斯政

府 «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发展和国家扶持小企业的首要措施» 第 ４４６ 号决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俄罗斯政府 «关于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年国家扶持小企业的措施» 第 ４０９ 号

决议在内的一系列法规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正式出台了 «俄罗斯联邦国家扶持小企业

法»ꎬ 该联邦法律不仅明确定义了小企业ꎬ 而且对小企业注册的简化条件、 国家

对小企业的扶持措施ꎬ 包括设立小企业扶持基金、 对小企业实行优惠贷款、 支持

其对外经济活动等ꎬ 都作了明确规定ꎮ 在该法的十年有效期内ꎬ 在联邦和地区一

级都建立了小企业扶持体系ꎮ 多数地区还通过了类似的扶持小企业的法规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又颁布了 «简化小企业税收、 财务、 统计和报表程序的决定»ꎬ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出台了 «关于小企业参与向联邦政府供货及提供劳务的基本法规»ꎬ 同年年底

政府又批准了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联邦政府扶持小企业计划»ꎮ 这些法规和决定旨在

简化与税务机关的业务流程ꎬ 减轻税负ꎬ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投入ꎬ 鼓励银行为中

小企业贷款ꎬ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ꎮ 俄罗斯国家杜马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 «俄罗斯联邦发展中小企业法»ꎬ 是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

０１１

① Виленский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на второй волне грюндерства /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１ꎬ С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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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重要法律ꎮ 该法为中小企业发展制定了新的规范ꎬ 也为国家权力机关和地

方自治机构扶持中小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ꎮ

(二) 对中小企业实行财政援助

国家对小企业的扶持首先体现在实行财政援助上ꎬ 在联邦预算中每年单独划

拨预算收入的 ０ ５％和私有化收入的 ５％用于对小企业的财政援助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俄罗斯联邦政府 «关于在物质生产领域发展和国家扶持小企业以及促进其

创新活动的综合措施» 第 １４６０ 号决议规定将物质生产作为小企业最重要的活动

领域ꎮ 而且提出了促进小企业创新活动的任务ꎬ 并确定国家财政援助优先扶持在

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从事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小企业ꎬ 微生物、 医疗和生物技

术行业的小企业ꎬ 以及电子工业、 木材加工工业、 建筑业、 食品工业、 农产品和

食品加工业、 民用消费品生产领域的小企业ꎮ 但联邦预算拨付用于扶持小企业的

资金逐年减少ꎬ 到 ２００１ 年约为 ６７ ５ 亿卢布①ꎮ 这笔扶持小企业专项预算资金由

联邦扶持小企业基金支配使用ꎮ ２００４ 年的预算草案第一次划拨了 ３０ 亿卢布的小

企业贷款保障金ꎮ 认为这是财政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ꎬ 今后财政无偿援助只针对

刚开始从事地区和城市优先发展方向的经营活动的小企业ꎬ 以及风险投资领域的

新企业②ꎮ 另有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ꎬ 国家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的

财政援助资金达到 ４ １００ 亿卢布③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 俄罗斯对中小企业财政

援助的力度加大ꎮ 普京总统提出ꎬ 公共餐饮业、 旅游业、 酒店行业和非食品贸易

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ꎬ 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遇到的问题很多ꎬ 应当重点加以扶

持ꎮ 除了政府已经采取的扶持措施ꎬ 还要从国家层面对这些中小企业提供直接的

无偿财政援助ꎬ 以使中小企业能够利用这些资金来解决最紧迫的任务ꎮ 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ꎬ 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ꎬ 普京总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宣布了包括对

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援助、 对特定中小企业实行临时工资补贴等一揽子援助计划ꎮ

(三) 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简化税制、 提供税收优惠历来是俄罗斯扶持中小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上半期ꎬ 俄罗斯就试图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来扶持小企业ꎬ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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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小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在小企业就业人数的增加ꎮ 普京执政后提出要 “对中小

企业实行更加优惠的课税体制”ꎬ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通过了简化小

企业纳税方法和降低小企业税负的法律ꎬ 规定对小企业实行五税合一 (将利润

税、 销售税、 财产税、 统一社会税和增值税合并为一个税种) 的 “小企业统一

税”ꎮ 凡符合认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可以按营业额的 ６％ 或按利润额的 １５％ (两者

选其一) 缴纳小企业统一税ꎮ 对新成立的中小企业ꎬ 也规定了实行简化税制的优

惠条件ꎬ 例如ꎬ 对于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首次注册的采用简化税制的中小企业ꎬ 税率

降至 ５％ ꎬ 从事贸易的企业降至 １０％ ꎮ 对有些类型的中小企业ꎬ 税率甚至降至

１％或 ３％ ꎮ ２０１６ 年普京总统还责令政府进一步简化对中小企业的纳税环节ꎬ 要

求年收入 １ ５ 亿卢布以下的企业实行简化税制ꎮ 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的税法修正

案则将实行简化税制的中小企业资格定为年收入 １ ２ 亿卢布以下ꎮ 此后ꎬ 俄罗斯

联邦税务局宣布ꎬ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颁布的第 １０２ 号联邦法ꎬ 自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起ꎬ 所有中小企业的保险缴费费率从 ３０％ 降至 １５％ ①ꎬ 还规定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首次注册的个体企业可以在两个纳税期适用零税率ꎮ 享受税收优惠

的企业活动类型由各联邦主体独立确定ꎮ 例如ꎬ 在莫斯科ꎬ 对电气设备修理、 家

具生产、 从事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领域的纳税人实行零税率②ꎮ 俄罗斯还从 ２０２１ 年

起取消统一认定收入税ꎬ 该税是由 ２１０ 万家小企业缴纳的ꎬ 其中 １８０ 万为个体企

业ꎮ 从 ２０２１ 年开始ꎬ 大部分小企业都要向简化税制过渡ꎮ 这种税制下ꎬ 税收不

再根据认定的收入而是根据实际收入计算和缴纳ꎮ

(四) 发挥中小企业国家担保体系的作用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期间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国家担保体系参与者为超过

３ ４ 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超过 ５ ２ 万个独立担保ꎬ 总额为 ６ ５８４ 亿卢布ꎬ 不仅提

供担保支持ꎬ 还逐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ꎮ ２０１５ 年由国家担保体系参与的

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１６ ９１％ 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１２ １４％ (市场的平均利

率为 １５ ３２％ )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１ ０９％ (市场的平均利率为 １２ ８５％ )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９ ４８％ (市场的平均利率为 １０ ８２％ )ꎬ ２０１９ 年为 ９ １３％ (市场的平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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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０ ７０％ )①ꎮ
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 “中小企业银行” 几年间在国家担保体系框架内向中小企业

提供了 １ ４２３ 万亿卢布的联合融资支持ꎮ “中小企业银行” ２０１７ 年为保证 ２ ５３０
亿卢布的融资支持而提供了 １ ４０９ 亿卢布的担保ꎻ ２０１８ 年为保证 ２ ７５０ 亿卢布的

融资支持提供的担保为 １ ４６４ 亿卢布ꎻ ２０１９ 年为确保 ４ ２８０ 亿卢布的融资而提供

的担保达到了 １ ５９２ 亿卢布ꎮ “中小企业银行” 提供直接信贷和担保支持的主要

目标客户群是在经济优先领域经营的中小企业ꎬ 包括采购、 创新、 高科技领域中

的初创企业和快速成长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 ( “瞪羚” 企业)ꎬ 农业领域的企业ꎬ
出口和出口潜力开发领域的企业ꎬ 远东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等优先开发地区

的企业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发布的 «至 ２０２４ 年俄罗斯联邦发展的国家目标和战略

任务» 第 ２０４ 号总统令ꎬ 在 “中小企业和支持个人创业主动性” 国家规划任务

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ꎮ 另有资料显示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中小企业银行” 在直接信贷支持框架内与中小企业签订了３ ２６１份贷款协议ꎬ 为

其提供了 １ ９９９ 亿卢布的贷款ꎬ 为中小企业提供独立债务担保 ６ ３８０ 项ꎬ 总额 ７１４
亿卢布ꎮ “中小企业银行”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总额达５ ３６５亿卢布ꎬ 且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低于市场水平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发放的所有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年 ８ ２％ ②ꎮ

(五) 新冠肺炎疫情下及后疫情时期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取向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发展陷入

困境ꎮ 据联邦税务局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的统计ꎬ 疫情影响和波及到约 ６４ ２％
的中小企业ꎬ 占中小企业营业额的 ７７％ (５８ ３ 万亿卢布) 和从业人员的 ５７ ４％
(１ １００ 万人)ꎮ 而俄罗斯对中小企业的直接扶持就其规模和覆盖范围来说都难以

减缓中小企业发展的负面趋势③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大流行和中小企业由此深

受其害并可能对其造成长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ꎬ 今后俄罗斯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取向备受关注ꎮ 短期内ꎬ 俄罗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是要减轻新冠疫情大流行

的负面影响ꎬ 包括延期缴纳税款和社会缴款ꎬ 延期偿还贷款尤其是延长长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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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限期ꎬ 并实施暂停破产和暂缓中小企业支付租金的措施ꎮ 对中小企业财政支持

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脱困ꎬ 抵御疫情带来的危机ꎬ “保护那些不是由于自

身过错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和企业家ꎬ 并挽救数百万个工作岗位”ꎮ 而着眼于

后疫情时期ꎬ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除了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

境ꎬ 还要支持中小企业融入互联网经济时代 (在线商业、 配送货、 在线服务

等)ꎬ 通过互联网来打造品牌ꎬ 获取客户ꎬ 实现精准营销ꎮ 政府还应为中小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 (移动应用程序、 数字平台等) 提供支持和培训ꎬ 促进中小企业

信息化商业模式创新ꎮ

三　 总结性评述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发展关系到经济的稳定、 就业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ꎬ 同时ꎬ 来自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ꎮ 应当说ꎬ
中小企业还是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ꎬ 甚至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平衡地区

差距都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但总体看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ꎬ 也未能真正撑起俄罗斯经济的 “半边天” (中小企业

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俄罗斯仅为 ２２％左右ꎬ 而美国约为 ５０％ ꎬ 中国则超过 ６０％ )ꎮ
就连普京总统自己也承认ꎬ 虽然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数量在增加ꎬ 但是离发达

经济体的水平还相距甚远ꎮ 在发达经济体中ꎬ 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也比我们

大得多”ꎮ 事实上ꎬ 自经济转轨以来尤其是在普京的几个总统任期内ꎬ 俄罗斯

也一直在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扶持ꎬ 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其快速发展ꎮ 这其中ꎬ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ꎬ 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ꎬ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ꎬ 一

直是俄罗斯努力的目标ꎬ 也是其经济政策的重点方向之一ꎮ 此外ꎬ 国家对中小

企业实行财政援助ꎬ 提供税收优惠和融资支持ꎬ 构成了长期以来俄罗斯多措并

举扶持中小企业的系列政策措施ꎮ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造成的严重冲

击和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ꎬ 俄罗斯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ꎮ 更重要的

是ꎬ 为鼓励中小企业创新活动ꎬ 俄罗斯提出了创新项目招商引资的混合投资方

案ꎬ 确定国家以分担创新风险和提供必要保障的形式参与投资ꎬ 还制定了国家

扶持工业创新活动的措施和规划ꎮ
尽管普遍认为俄罗斯的中小企业发展大大落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许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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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国家ꎬ 但中小企业占俄罗斯企业总数的 ９０％以上①ꎬ 其发展潜力仍然十分

巨大ꎮ 根据国家中小企业发展规划ꎬ 到 ２０２４ 年ꎬ 俄罗斯中小企业就业人数要达

到 ２ ５００ 万人ꎬ 中小企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３２ ５％ ꎮ 而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中小企

业产值在 ＧＤＰ 中的份额要占到 ４０％ ꎬ 在中小企业就业的人数占到就业总人数的

３５％ ꎮ 显然ꎬ 俄罗斯要实现这些目标仍困难重重ꎬ 任重而道远ꎮ 在中小企业发展

的诸多障碍因素中ꎬ 俄罗斯今后须首先解决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改善

中小企业营商环境ꎮ 虽然早在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政府就制定了优化投资环境的 “路
线图”ꎬ 后来发展到 ９ 个 “路线图”ꎬ 但 “路线图” 计划落实不力ꎬ 中小企业的

营商环境尤其是投资环境并没有实质性改善ꎮ 因此ꎬ 实施长期稳定、 有利于中小

企业生产发展的新税收政策ꎬ 取消行政监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经营活动的过度检

查ꎬ 防止行政官员滥用职权干预小企业的经营活动ꎬ 保护自主就业者的经营地

位ꎬ 使其不受干扰地发展生产ꎬ 发展本国金融市场ꎬ 仍是今后俄罗斯改善中小企

业营商环境和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二是着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严重不

足问题ꎮ 虽然政府出台了扶持政策ꎬ 对中小企业实行财政援助ꎬ 但由于经济增长

乏力ꎬ 国家财力不足ꎬ 政府力不从心ꎬ 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ꎮ 因

此ꎬ 对中小企业采取包括给予必要财政援助在内的多渠道扶持政策ꎬ 解决中小企

业的资金短缺问题ꎬ 扩大对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的贷款ꎬ 解决

企业融资难问题ꎬ 仍是俄罗斯政府今后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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