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有 3000多万小微企业，有 9000多万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贡献了 80%
的就业，70%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 GDP，50%以上的税收。小微企业的贡

献是很大的。

但小微企业在发展中往往会面临着三大困境：第一是小微企业借钱难，融资难；

第二是税费负担重；第三是营商环境有待提高。

在 2021年 12 月 8 日到 10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市场主体承载着数

亿人的就业创业。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帮助他们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

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其实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也给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送了一大波福利，

包括两大政策的支持和五大具体的措施。

第一就是提出了要保市场的主体。所谓市场主体说的就是企业。

第二就是扩内需、促消费。国内消费扩大了，这给小微企业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商

机。

具体措施表现为以下五项：

第一是再次减税，把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的起征点从每个月销售额 10万元提

高到了 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 100万元的部

分，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之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第二点是扩大信贷，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就是说贷款还

本付息还可以延期；引导银行扩大信用贷款，持续增加首贷户，推广随借随还的

贷款。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 30%以上，这就是说让大银行开闸放

水。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这个意思就是说，小微企业

贷款利率更低，条件更优，申请信用贷款，首次贷款都更加容易。

第三是简化流程，深化证照分离的改革，公司注册和注销更快捷，网上办理、异

地办理都更方便。

第四是减免租金，鼓励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对承租国有的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也就是说，让承租国有房屋的小微企业将继续享受租

金的减免。

第五个方面是保护小店，保障小店、商铺等便民服务业有序运营，让小店铺、小

摊位获得更多的经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