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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月 16 日，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浙江省促
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条例》将于 3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在全力拼经
济的关键时刻，对浙江近 300 万中小
微企业来说，这次立法是定心丸也是
大礼包。它一方面为保护中小微企业
合法权益、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做了保
障；另一方面，为其创业创新、加快专
精特新发展、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中大显身手提供扶持。

助小扶微，提振信心。“《条例》的出
台，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为中小微企业立法——

助小扶微 提振信心
本报记者 施力维 夏 丹 蒋欣如

为中小微企业立法，为什么？只
有中小微企业好，浙江经济才会好。

截至去年11月底，浙江中小微企
业数已达 298.88 万家，数量位列全国
第三，占到全省企业总数的 99%。广
大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
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头看，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史，就
是浙江经济的发展史。

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浙企浙商，
无不是从草根、小微开始——给人修
鞋的南存辉、替人拍照的李书福、代销
汽水冰棍的宗庆后，还有阿里巴巴，也
是18个年轻人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创业
起步的⋯⋯

多年来，浙江竭力为中小企业创
造适宜的发展环境。早在2006年，浙
江就制定实施了《浙江省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条例》。10 余年间，它护航了
众多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历史证明，浙江经济的辉煌，离不
开中小微企业。它们是浙江的底气和
特色所在。

再看当下，浙江中小微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亟
待立法解决。

比如，比中型、小型企业规模更小
的微型企业，它们占总体企业数量的
84%。疫情三年来，抗风险能力最弱
的它们受到的冲击最大，如何保障数
量众多的微型企业的权益，更精准地
帮助其渡过难关、扶持其健康成长，这
是一个课题。

同时，一些中小微企业遭遇成长
烦恼，参与市场竞争没有得到公平待
遇，遭遇“玻璃门”“弹簧门”；在研发创
新、技术提升关口，缺少有力的支撑。

有问题，也有探索。近年来，浙江
各地在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助力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经验。比如，支持中小微
企业园建设，通过数字化改革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

“这些经验有必要通过制定《条
例》加以总结固化和提升。”省经信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朝前看，浙江有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新使命。广大中小微
企业，是推动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
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中小微企业成长
了，高质量发展的蛋糕才能做大。

“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要靠市场主
体强起来。市场主体强，浙江经济才
能强起来，浙江老百姓才能富起来。”

《条例》主要起草人之一、省经信厅中
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处处长应云进说，
浙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激发中小
微企业活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隐形冠军、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这次立法，兼顾当下和长远，为中
小微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的法治保障。

为何立法
中小微企业好，
浙江经济才会好

《条例》分十章六十五条，包括创
业扶持、创新推动、市场开拓等专门章
节。《条例》以当下中小微企业面临的
问题为导向，同时着眼未来。这其中，
有四大亮点非常值得关注。

《条例》中，一个“微”字，分量不轻，
也是亮点所在。和其他省份相比，浙江
出台的《条例》，名称中多了一个“微”
字。微型企业单个看，块头很小，在工
业领域指的是从业人员少于20人或年
营业收入少于300万元的企业；在零售
业是从业人员少于10人或年营业收入
少于 100 万元的企业⋯⋯但总体数量
非常庞大。

如果把健康的经济生态比拟为森
林，那么森林中既要有参天大树，也该
有为数众多的小草、灌木。无小微，无
生机。《条例》针对小型、微型企业数量
多、初创期抗风险能力弱的特殊性，在
创业辅导、担保贷款、生产经营场所等
方面，予以了特别的扶持。

《条例》特别支持中小微企业，高
起点创业，也让人惊喜。如今，越来越
多高学历、高职称、高技能的高层次人
才参与创业。这个“三高”创业群体，

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成果
孵化，带来新的活力。

比如，许多科研人员关注的离岗
创业问题。《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科
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
办中小微企业或者在中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的,按照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保
留人事关系。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
间,享有与所在单位在岗人员同等的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
的权利,不占所在单位专业技术岗位
结构比例。这解决了许多科研人员
的后顾之忧 ，更 能 激 发 他 们 的 创 业
热情。

《条例》培育扶持中小微企业，重
点是推动它们向专精特新迈进。过
去，有人将在浙江生长的大量中小微
企业，比喻为“草根经济”。通过改革、
立法，解开这些企业身上的制度性藩
篱，及时给予它们培育扶持，使其朝

“专精特新”发展，草根里也能长出“参
天大树”。

“真是一场及时雨。”省政协委员、
杭州微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蓉说。她注意到《条例》在创新推

动方面力度很大，在创新推动章节足足
规定了9条，特别是大篇幅提到科技转
化，还有推动中小微企业与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合作，对未来发展会有很大帮
助。

《条例》导向明确，中小微企业发
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协调”。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在
缩小三大差距。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
成长，有利于促进就业，带动城乡居民
增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条例》对山区26县和海岛县的中
小微企业，作了专门的政策倾斜，这让

《条例》有了浓浓的“共富味”。比如，
《条例》规定，行业骨干企业在山区、海
岛县（市、区）投资，带动协作配套的中
小微企业发展的，有关投资项目将被优
先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

这些激励举措，将有力推动山区、
海岛县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条例》为浙江中小微企业的全生
命周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
障。也表明了，浙江将促进中小微企
业发展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如何突破 四大亮点，优化经济生态

随着《条例》审议通过，省人民大会
堂里，响起了持久的掌声。掌声，为决
策响起，也为仍在不懈拼搏的浙江中小
微企业鼓劲。

疫情三年，企业难，中小微企业更
难。省人大代表、原野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星涛按下表决器后感慨
万分，“2022 年过去了，有些小企业的
朋友，只干了一个季度。”李星涛代表
说，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外部环境
的细微变化，也会对企业造成重大的
影响。

法治，是最基本最可靠最稳定的
保障。“《条例》出台给广大中小微企业
打了气。”李星涛代表说，企业家们期
盼一个更尊重法律、更尊重规则，更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目前，我省已启动优化营商环境
“一号改革工程”。纸面上的政策举
措，还需要一项项行动来落实。在省
人大代表、温州市工商联副主席蒋孟
有看来，《条例》更多的是方向性的指
引，在实施过程中，还会面临具体问
题。后续还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做
好保障。企业家们也要行动起来，依
法依规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我们温州年年有台风，企业就
像陆地上的树，有倒下的，但生存下
来的却更强壮了。”蒋孟有代表说，法
律和政策，是企业成长中必要的阳光
和雨露。中小微企业要有清醒的认
识，把根扎得更深，增强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

《条例》如何更好地实施？省人
大代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院长范柏乃说，这一段时间来，浙
江出台的相关政策很多，礼包很大。

他认为，各地在实施《条例》的过
程中，要做好政策的系统集成，发挥
叠加效应，充分释放红利。比如，《条
例》中着墨颇多的数字赋能中小企业
的问题。这两年来，浙江通过数字化
改革已经形成“产业大脑+未来工厂”
的模式，许多地方也初步建起了产业
大脑。

“当下实施《条例》的重点，不是另
起炉灶。而应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
用好现有产业大脑，共享数据资源，让
更多中小微企业接入，提升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范柏乃说。

不折腾、不反复，尊重市场规律，
更多中小微企业会在法治护航下，战
胜风雨，向阳生长。

如何实施 不折腾不反复，释放政策叠加效应

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是最具
活力的市场主体，也是保证市场活力

的关键变量。
即将实施的《浙江省促进中小微

企业发展条例》很多条款对广大中小
微企业都具有前瞻性的激励作用，回
应了大家在产业扶持、培育引导、区域
协调发展促进等方面的期待。

条例释放的很多信号，对我们
企业经营也具有导向性。比如条例
提出，支持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提高
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对
航运和船舶修造企业而言，同样需
要在清洁能源方面加大投入，确保
在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中 占 据 一 席
之地。

省人大代表、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总经理周建华——

我注意到，这次审议通过的《浙
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对
中小微企业的创业支持、产业扶持、

培育引导、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等热
点问题，一一进行了突破。从中可
以看出，浙江对中小微企业的认识
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

对浙江而言，条例的出台时机
非常好。3 年疫情持续影响，广大中
小微企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它们需
要更多的扶持和孵化，需要更多细
化的政策去支持其发展。比如，面
向广大中小微企业，推出纾困资金
支持，加大普惠金融供给，提供可承
担的公共服务，让更多中小微企业
可以“拎包入住”，从而进一步帮助
它们增强应对困难的信心和可持续
发展的底气。

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
浙江大学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贲圣林——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浙江及时
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
例》，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是莫大的鼓舞
和激励。

讲心里话，企业最在意的就是
政策的可持续性。我注意到，条例
在总则第三条明确提到，“本省将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作为长期发
展战略，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
展环境”。这就是打造营商环境最
优省实实在在的体现。同时，条例
还提到保护私有财权、支持中小微
企业专门扶持措施、支持中小微企
业走专精特新之路等，可以说对广
大中小微企业的关切在这里都有
一一体现。我相信，条例的出台会
给广大中小微企业吃下定心丸，坚
定 大 家 心 无 旁 骛 专 心 谋 发 展 的
决心。

省政协委员、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锦华——

陈进红

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1 月
16 日表决通过《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
业发展条例》。

这部条例的通过，反映了浙江的情
怀和远见。情怀在于，它对中小微企业
的针对性更强，关乎更广泛基层创业
者，涉及更多普通家庭生计。远见在
于，从中小微处着手，是为明天谋。大
企业是从小企业走过来的，小树苗也能
长成大树，根部施肥，中小微企业的春
暖花开才能有市场的枝繁叶茂。

审议通过时，省人民大会堂响起持
久的掌声。条例通过的消息一出，立刻
引起广泛关注，并赢得多方舆论肯定。
为何？一方面在于条例直面了中小微
企业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另一方
面，中小微企业和社会舆论也由此表达
了自己的一些期待。由此，在当前情境
下，我们有必要思考，法，对市场主体而
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法，能明确预期。当前，面对三重
压力，为企业送去真金白银和政策大
礼包，当然很重要，但企业更需要的或
许是藉由健全法治带来的更加久远、
明确、稳定的预期。以法治方式优化
营商环境，其作用不仅在于制度本身，
更在于再一次向全社会释放出清晰信
号：浙江对于全面有效保护市场主体
合法权利、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决心
坚定不移。

法，能塑造环境。实际上，浙江人
不缺经商的头脑、赚钱的嗅觉、经营的
能力。关键是，社会能不能给他们提

供一片公平合理、鼓励创新的土壤。
这片土壤，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就是营
商环境。而法治无疑是营商环境的最
大基石。无数实践证明，什么地方法
治好，营商环境就好，地方的经济发展
就快。浙江正在着力推进优化营商环
境“一号改革工程”，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可谓抓住
了企业的心中所期，抓住了促进经济
繁荣的根本。

法，更靠落实。条例的通过，固然
值得欣喜。但是，更值得期待的是法规
实实在在落实。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
他们希望这个法不是挂在墙上的法、存
在文件里的法、说在嘴上的法，这个法
是实实在在“拿来就能用，用了就好使”
的“活”法。浙江的小微企业主怕的不
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折腾。涉及民营
企业的不平等规定，更多不是出现在各
种规范性文件里，而是出现在一些官员
的思维惯性和一些部门的习惯做法
中。对此，要用法治力量约束权力依法
运行。

可以依法经商，依法办事，不用找关
系托人情，用法规就能把话说得清清楚
楚，把事办得明明白白，这样的“活”法将
会给企业主们穿上最强有力的“黄金甲”。

这部法规为何赢得持久掌声

本报记者 夏丹 陆乐 施力维 整理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周旭辉 摄

台州市路桥农商银行的信贷员在小
微企业走访，宣传国家助企纾困政策以及
银行出台的惠企政策（资料照片）。

拍友 蒋友青 摄

位于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的天奥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内，工作人员正操作自动化生产设备，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江苏苏州的货梯订
单。作为当地一家中小企业，“天奥电梯”投入上千万元打造智能车间（资料照片）。 拍友 张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