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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小型科技
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

张树明　张　新

摘要：中小型科技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却存在严重“高死
亡”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成长的弱质性和不确定性降低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优化和完善政策法律
环境就显得尤为必要。在此基础上，以山东省中小型科技企业为样本，从政策法律扶持和保护功能两方面
来分析目前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和发展中的政策法律环境，以期为有关政策法律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检
验结果表明：在政策法律的保护功能方面，政策法律的合理性因子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作用最重要，而
在扶持功能方面，税收政策优惠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最高。

关键词：中小型科技企业；企业成长；政策法律环境

中小型科技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稳定的保障，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平均寿命短，死亡率高”始终困扰中小型科技

企业发展。统计调查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２．９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也仅有７　８年，每年有近

百万家企 业 倒 闭①。例 如，相 关 资 料 显 示，中 关 村ＩＴ 企 业 的 寿 命 周 期 非 常 短，１　５年 间，约 有

２０％ ３０％的初创企业面临倒闭，每９分钟中关村有一个企业死掉②。随着中小型科技企业地位的提

升，国家、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和扶持其发展。但总体来看，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有的政策

法律体系并不能为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创造同其它市场主体相对等的公平竞争环境。而拥有科技

企业经营所需要素的主体是否愿将拥有的要素用于中小型科技企业投资，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

利于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支持。这说明政府如果能够在政策法律环境方面为中小型科技企业

提供必要的扶持，将可能有助于促进其快速、健康的发展。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山东省

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为样本，通过设计问卷，进行调研，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剖析

现有政策法律环境，运用统计方法检验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政策法律因子，以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为

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提供理论参考。

一、理论分析

政策法律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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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生存发展，也需要良好的政策法律对竞争行为加以规范。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而言，其在经济

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特殊的成长特征和成长规律，尤其需要政策环境的支持。已有

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政策法律环境是指那些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企业又不能控

制的国家和地区有关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具体可分为财税

政策、金融政策、政府配套服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律体系建设等，它是影响中小型科技企业

成长的最基本的外部环境要素。
政策法律环境是一个复杂的要素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小型科技企业正

常运转。就像是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人为因子对生物体的影响相类似，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小型科技

企业产生作用。例如，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基金支持政策将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从而影响

企业成长和发展；健全的政策法律体系以及良好的政策法律执行能力将为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成长提

供保障和支持，引导和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等等。针对中小型科技企业这一特殊群体，其所涉及的领

域常常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许多政府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优惠措施来扶持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出口退税，使高科技产品以免税价格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对科研单位进口的仪

器、设备给予减免进口关税等。另外，政府也可通过发挥创新基金的宏观引导功能，引导企业、金融机

构和社会资金的投贷方向，充分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率。在中小型科技成长过程中，除了政府相关

政策的影响外，国家的法律也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公司法、知识产权保护法、技术创新、反

垄断法以及金融扶持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无论是在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还是金融扶持方面出台

法律法规，势必将影响到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创业热情和技术更新的动力。
相关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如Ｂｅｃｋ（２００２）①认为政策法律制度易对中小企业的成长产生影响；林

汉川和魏中奇（２００１）②的研究也强调了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小企业的重要推进作用。综合已有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可知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扶持和保护方面，即政府通过制

定适度清晰的财政、税收等政策以及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创办和发展的创新基金投入政策，扶持中小型科

技企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赋予中小型科技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均等的市场竞争机

会，这都有助于缓解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弱势问题，对其成长产生积极地作用。由此来看，政府不仅应为中

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还应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每一个竞争主体提供平

等的法律环境，使政策法律环境起到应有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小型科技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可推知政策法律环境与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特征与变量测量

　　我国中小型科技企业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国家科技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数量

已经超过１６万家，山东超过１万家。综合考虑数据代表性以及获取便利性等因素，选取山东省中小

型科技企业，具体选择位于山东省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青岛、潍坊、日照、济南、德州、枣庄等地为实证

研究对象。考虑到对企业发展和成长状况有关信息的了解程度，主要针对样本企业的所有者或中高

层管理人员为问 卷 填 写 对 象，以 保 证 获 取 数 据 的 有 效 性。此 次 问 卷 调 查 主 要 通 过 实 地 走 访、委 托

ＭＢＡ学员、相关地市的人民银行、发改委以及邮寄等方式进行调研。具体的调研情况如下：
（一）问卷调研与样本

正式调研前，随机抽取１０家中小型科技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正。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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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放问卷４００份，回收１４８份，回收率达３７％。按一定标准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
获得有效问卷１３６份。样本涉及电子信息（２９家）、先进技术制造（２９家）、生物工程和新医药（１３家）、新
材料应用（１０家）、现代农业（６家）、新能源高效节能（１４家）、环境保护（１６家）、其它（高新技术改造的传

统产业１９家）。其中，国家级技术水平企业２９家，省部级技术水平企业３９家，地市级技术水平企业４７
家，其它技术水平企业２１家；国有或集体企业１９家，民营企业１０１家，外资或独资企业１３家，其他性质

企业３家；创办期企业１６家，成长期企业７１家，成熟期企业２９家，衰退期企业９家，二次创业期企业１１
家；技术密集型企业１０３家，劳动密集型企业２１家，其他产业类型１２家。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

企业性质 比重 成长阶段 比重 行业类型 比重

民营 ７８．６％ 创办期 ５．１％ 电子信息 ２４．８％
国有、集体 ７．７％ 成长期 ６０．７％ 生物工程、新医药 １１．１％

外资或独资 １１．１％ 成熟期 ２４．８％ 新材料应用 ８．５％
其它 ２．６％ 衰退期 ７．７％ 先进制造技术 ２４．８％

二次创业期 １．７％ 现代农业 ５．１％
新能源高效节能 ４．３％

环境保护 ５．１％
其它 １６．３％

（二）变量测量

目前，已有的关于影响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课题

组主要是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三方面设计制度环境评价指数；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研究

课题组在评价企业外部环境时，对政府政务环境的测量采用了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政府依法行政情

况、政府政务公开程度等作为具体的测量指标；周国红和陆立军法律和政策环境的测量采用了法律完

善程度、法律合理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政府决策透明程度等指标；梅姝娥和仲伟俊主要从基本法

和专项法规分析法律环境，从创新政策、财税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分析政策环境，构建了一个法律

环境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马永红、李柏洲和刘拓从政策法律执行程度、政策法律发展程度、政策法律

对创新支持力度三个指标对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法律环境进行测量。综合以上研究，结合中小

型科技企业的特征以及相关专家、企业家等的建议，从政策法律保障与执行、政策法律完善性与合理

性以及政策资金投入力度３个维度构建政策法律环境量表。政策法律环境量表的设计主要是针对国

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扶持和保护力度的总体状况，并着眼于有关对中小型科

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引导、鼓励等方面的问题。

表２ 政策法律环境的测量

概念 维度 问项 来源

政策法律环境

政策法律完善性

与合理性

Ｗ１１政策法律完善程度

Ｗ１２政策法律的合理程度

政策法律

保障与执行

Ｗ１３政策法律执行情况

Ｗ１４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Ｗ１５贸易环境的公平程度

政策资金

投入力度

Ｗ１６政府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总额

Ｗ１７对企业减免税额／当年总减免额

Ｗ１８各种政策资金总额／当年总融资额

周国红等（２００２）

马永红等（２００５）

梅姝娥等（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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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学者对政策法律环境的评价标准略有差异，但集中在政策法律对企业发展的扶持和保

护功能方面。在已有的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半结构化访谈内容，经过编制、测试和修订形成政策法

律环境量表（表２）。量表构成指标包含政策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Ｗ１１）、政策法律执行情况（Ｗ１２）、
政策法律的合理程度（Ｗ１３）、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Ｗ１４）、贸易环境的公平程度（Ｗ１５）、政府研发经

费（Ｒ＆Ｄ）投入占Ｒ＆Ｄ总额比重（Ｗ１６）、政府对企业减免税额占当年总减免额的比重（Ｗ１７）、各种政

策资金总额占当年总融资额的比重（Ｗ１８）８个关键测量项目。

三、实证分析

为分析政策法律环境不同因子在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中的作用，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了解中

小型科技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政策法律环境现状。然后通过主成分赋权法，分别对政策法律环境的构

成因子赋权，比较不同因素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影响的重要程度。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关于政策法律完善和执行情况因子：４０％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策法律的完善

程度在“一般”水平以下，３８％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策法律执行情况在“一般”水平以下，４７％的被调查

企业认为政策法律合理程度在“一般”水平以下，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在“一般”以下，对于贸易环境的公平程度，也有５６％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在“一般”水平以下。对政策投

入力 度 因 子 的 调 查 结 果 表 明，政 府 对 中 小 型 科 技 企 业 的 Ｒ＆Ｄ经 费 投 入 力 度 较 小，占 比 不 到 企 业

Ｒ＆Ｄ经费总额的６％，而中小型科技通常由于受到自身资金实力的限制，投入比重一般都较小，政府

的支持力度弱更加制约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被调查企业的各种政策资金总额占当年融资总额

的比重来看，该数值平均不到８％，大多数中小型科技企业所能受到的政策资金优惠相当小，有的企业

甚至没有获得优惠。根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３），可知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贸易环境的公平

程度均值均在“３”以下，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政

策法律完善程度、政策法律执行情况以及政策法律的合理程度的均值大于平均水平，但这几方面仍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

表３ 样本描述性统计

数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Ｗ１１　 １３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８０９

Ｗ１２　 １３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６２５０

Ｗ１３　 １３４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２３９

Ｗ１４　 １３６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４４１２

Ｗ１５　 １３５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３９６３

Ｗ１６　 １２３ ．００ ．６６ ．００３０

Ｗ１７　 １２２ ．００ ．３０ ．０１０１

Ｗ１８　 １２４ ．００ ．２５ ．００７８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α＝０．９，说明量表一致性很好。

ＫＭＯ＝０．８，Ｂａｔｅｌｅｔｔ球体检验表明χ
２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０．０００，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调查问卷中关于政策法律环境共有８个问项，涉及政策法律完善性与合理性、政策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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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与执行以及政策资金投入力度３个层面，其中政策法律完善性与合理性有２个问项，政策法律保障

与执行有３个问项，政策资金投入有３个问项。通过运用ＳＰＳＳ１５．０中的主成分分析功能，按照特征

值大于１的标准，提取了２个主成分，根据问项之间的含义和内在关系，将因子１命名为政策法律保

障与执行，因子２命名为政策资金投入。
提取的主成分表明，因子１包括政策法律执行情况、政策法律合理程度、政策法律完善程度、知识

产权保护程度和贸易环境公平程度，因子１所含的问项的载荷系数都大于０．８，说明因子１对各问项

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依据问项之间的含义和内在关系，将因子１命名为政策法律保障与执行。因子

２包括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与研发经费总额的比值、对企业减免税总额与当年免税总额的比值、各种政

策资金总额与当年融资总额比值。除政策资金总额与当年融资总额比值因子载荷值均低于０．８，其它

两个指标的载荷均大于０．８，说明各问项与因子有很强的相关性，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根据指标含

义和内在关系，将因子２命名为政策资金投入。主成分的提取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略有出入。理

论分析得出的政策法律完善与合理性以及政策法律保障与执行２个因子，实际在提取主成分中可以

通过政策法律保障与执行一个因子来表示。政策法律环境因素的结构由政策法律保障与执行以及政

策资金投入２个因子构成，总方差的解释量为６８．３１５％，说明政策法律环境量表结构效度较好。
（三）权重分析

对于政策法律环境不同因子的相对重要程度，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数分配，依据

权重大小确定各主成分的排序。其中，主成分原有指标的载荷值和公因子方差的值反映了它们对主

成分所起作用大小，能为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提供客观依据。
（１）计算过程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赋权的步骤：第一，计算各主成分的公因子方差值；第二，分别归一化得

到各级指标的权重；第三，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求得观测指标相对主成分的权重，即总排序结果。计

算公式分别为公式１和公式２，最终计算结果如表４和表５所示。

σｊ＝∑ｎｊ＝１λｉｅ２ｉｊ，（ｊ＝１，２…，ｍ） （１）
在公式１中，公因子方差σｊ 既反映了各原始指标对选出的ｎ个主成分所起的作用，又说明了各原

始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将σｊ 分别归一化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然后用公式２可计算

得出各主成分的权重。

αｉ＝∑
ｎ
ｊ＝１σｊ
∑ｍ
ｊ＝１σｊ

，（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２）

αｉ 表示第ｉ个主成分的权重，ｎ表示第ｉ个主成分所含观测指标的个数，ｍ 表示所有的观测指标

的个数。
（２）计算结果

以公式（１）和（２）计算得到政策法律环境的原始指标及两个主成分的权重（表４）。

表４ 政策法律环境因子结构及单排序

主成分 政策法律完善与执行 政策资金投入

权重 ０．６９５　 ０．３０５

原始指标 Ｗ１１ Ｗ１２ Ｗ１３ Ｗ１４ Ｗ１５ Ｗ１６ Ｗ１７ Ｗ１８

权重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６　 ０．３９２　 ０．４５０　 ０．１７９

根据表４的权重分析结果，以及层次分析法原理，相应求得所有原始指标相对主成分的权重，即

原始指标的总排序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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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政策法律环境各因子的权重

政策法律
政策法律完善与执行 政策资金投入

Ｗ１１ Ｗ１２ Ｗ１３ Ｗ１４ Ｗ１５ Ｗ１６ Ｗ１７ Ｗ１８

权重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５

结构 ０．６９５　 ０．３０５

　注：Ｃ．Ｉ．＝０．００１８，Ｒ．Ｉ．＝１．３２４８，Ｃ．Ｒ．＝０．００１３＜０．１

四、结论与建议

（一）实证分析结果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法律环境的不同因子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并且政

策法律完善与执行、政策资金投入两个主成分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综合上述

实证结果，得到如下结论。

１．从政策法律环境保护即政策法律完善与执行因子的分析结果来看。有４０％的被调查企业认为

有关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政策法律较不完善，而政策法律完善程度变量的均值为３．５８，略高于平均水平

３，这说明中小型科技企业希望政策法律进一步得到完善；近３８％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策法律执行力

度较差，政策法律执行变量的均值为３．６２，高于平均水平３，这也反映出在政策法律执行方面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并且企业希望已有的政策法律能够得到更好地贯彻；４７％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策法律

不尽合理，还不能满足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贸易环境公平程度的均值均

低于平均水平３，这说明中小型科技企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弱的竞争地位。

２．关于政策法律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扶持，即从政策资金投入的统计结果来看。政府Ｒ＆Ｄ经

费投入占Ｒ＆Ｄ总额比重、政府对企业减免税额占当年总减免额的比重、各种政策资金总额占当年总

融资额的比重均低于１％，这反映出中小型科技企业在获得政策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还存在较

多的困难。加上中小型科技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等缺陷，严重制约了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

提升，生存环境恶化，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３．从政策法律在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扶持和保护两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来看。政策法律保护的权

重系数为０．６９５，而在扶持方面的权重系数为０．３０５。权重系数说明，与政策法律的扶持作用相比，中
小型科技企业更希望得到政策法律保护。这表明在市场竞争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还不能获得与其它

竞争主体同等的待遇，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地 位。因 此，在 促 进 和 推 动 中 小 型 科 技 企 业 发 展 的 过 程

中，应优先为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其法律地位。

４．从政策法律完善和执行所含因子的权重系数来看，５个因子的权重均在０．２附近，说明在为中

小型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时，应同举并重，协调发展，不仅要重视完善政策法律体系，还
要加强执行的力度。从政策资金投入所含有的３个因子的权重系数来看，相比于政府Ｒ＆Ｄ经费投入

占Ｒ＆Ｄ总额比重、各种政策资金总额占当年总融资额的比重两个因子，政府对企业减免税额占当年

总减免额的比重相对重要性略高，这说明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税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税收减免仍

然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二）对策建议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可知在政策法律完善与执行即政策保护方面，政策法律合理性是最重要

的影响因子；而在政策资金投入即政策扶持方面，税收政策优惠影响程度最大。结合以上结论，针对

中小型科技企业特点，以下从政策法律环境扶持和保护功能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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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立完善的科技政策体系。科技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府扶持、企业开发、与市场机制不同程

度的结合等等。因此，建立和完善科技政策体系，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建立政府最高科技政策咨询机构，保留一定比例的职位给资深企业界人士，使得政府在制定

决策时充分听取产业界的意见和建议。避免政府官员、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在一个共同体中做决策而

抛开企业界的弊端。
（２）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应设置国家最高科技决策机构，综合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定期

制定出切合我国实际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３）拓展制定科技政策的视野。科技政策制定需要随着外界情况的变化而随之做出调整，但又不

能够朝令夕改，这就要求政策制定需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２．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有关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和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而政策法

律的完善程度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建立完善的政策法律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１）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调 整 和 改 善 关 于 中 小 型 科 技 企 业 的 管 理 机

构，设立专门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管理委员会，以保证中小企业政策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以及在法律中的

地位。同时，还要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并通过建立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分类

指导体系，使有关政策法规制定与执行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２）健全和完善中小型科技企业政策、立法保护体系，要从根本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应根据具

体情况，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核心，逐步配套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

中小型科技企业政策法律支持体系。为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

法律环境。
（３）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确立中小型科技企业基本法规，将有关扶持和发展中小型科技企业的

法规和规章上升到单行法的地位，以提高立法层次和法律效力。

３．优化财税政策支持体系。在分析政策资金投入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时，被调查

企业对企业减免税的需求程度较高，表明目前关于中小 型 科 技 企 业 的 税 负 还 存 在 很 多 不 合 理 地 方。
从这层意义来说，应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

（１）目前，科技拨款总量小，分布范围广，基础研究类资金拨给明显不足，使得科技发展只有前劲，
没有后劲。所以改善财税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加科技拨款总量，并且使有限的科技研

发支持资金在基础研究项目与应用研究项目之间更多的向基础研究倾斜，调整目前的资金分配结构

使得投入比例对于我国目前的高新科技产业现状来说更为合理有效，从而激励我国基础科研方面的

研究人员努力创新以改善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在国际上所处的明显劣势，引导应用科研项目的研究

工作向我国当前更需要的方向发展，努力建立 一 个 涵 盖 全 社 会，多 渠 道，多 层 次，全 方 位 的 科 技 投 入

体系。
（２）我国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中，最直接影响中小型 科 技 企 业 的 就 是 政 府 所 提 供 的 税 收 优 惠 政

策，其影响范围也是最广。但其在规范上的诸多缺陷使得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首先，要在

中央与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之间进行充分的协调。目前由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未能进行有

效的协调，往往是中央决定进行扶持的产业，地方政府也跟进进行进一步的优惠给予，而中央的优惠

措施未能兼顾到的，地方财政也往往不闻不问，导致有限的财税支出效率由于投放领域的重合而形成

了一定的无效率使用，另有一部分急需支持的产业又没能受到应有的支持。其次，要将地区优惠与产

业优惠结合起来。当前我国规定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园之内的企业才可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而不是就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性质做出的规定，这既为某些企业提供了避税途径，也对处在园区之外

的高新科技产业不公平。最后，要建立适用于高新科技企业的具体税收优惠体系。要对目前实质上

增加了高新科技企业负担的增值税实现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还要在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条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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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高科技人才的优惠措施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３）在促进科技发展中，政府支出应充分发挥扶持与引导的作用。除了要尽到对国家基础高新科

技产业，比如军事国防等方面的充分支持外，政府支出更多的是要实现一种引导功能，通过自身的示

范作用展现所投资的项目的潜在经济效益，从而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资金的进入，形成以政府支出为

主导，民间投资资金为主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投资体系，从而推动和促进我国中小型科技企

业的成长和发展。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Ｐ．Ｒ．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　Ｂａｎｋ，Ｊｉｎａｎ　Ｂｒａｎｃｈ，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００１，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ＭＴＥｓ）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ｅａｔｈ”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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