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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中小企业
政策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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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业务受到严重影响，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下降明显，

选择自主解散的中小企业明显增多。通过详细梳理日本政府的中小企业政策，文章认为，其包括经营维持、经
营创新、业务继承与持续三个维度，借助短期纾困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提供低息贷款、发放补助金

等手段，着力恢复中小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起到了降低破产数量、提升附加价值、强化经营业务韧性等作用。
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加快企业创新、强化经营业务可持续性等是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基本逻辑。上述经验

做法可供中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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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对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建立高效服务体系、完善公平竞争环境、提
升融资可得性、加强合法权益保护、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日本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对解决就业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2016 年日本中小企业数量为 357． 8
万家，占日本企业总数的 99． 7%，其中中小企业就业人数达 3220． 1 万人，占比 68． 8% ( 総務省，2016) 。
2020 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中小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各个方面均有所探讨，

如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采取的金融政策( 柿沼重志、加藤史憲、谷合まどか，2020 ) 、日本金融机构对经

营状况恶化的中小企业采取的救助措施( 金子由芳，2021 ) 、日本企业制定的业务连续性计划措施( 崔

健，2020) 等。但相关研究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分析，不利于把握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总体情况。
为此，本文着眼于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中小企业政策整体情况，在探讨日本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基

础上，详细分析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各项措施及效果，总结其中的基本逻辑，并给出相关启示。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中小企业的冲击情况

从整体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严重负面影响，选择自主解散的中小企业

不断增多。从行业类别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日本服务业中小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制造业中小

企业的影响。

( 一) 日本中小企业经营业务活动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首先，日本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均受到严重负面影响，服务业中小企业的恢复速度缓

慢。截至 2022 年 4 月，69． 8%的日本中小企业表示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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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工リサーチ，2022a) 。如表 1 所示，2020 年一至三季度，日本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均出现

显著下滑。2020 年二季度，日本中小企业营业收入与营业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17． 6%和 94． 8%。从行业

特征上看，2021 年三季度，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的营业已经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而餐饮住宿、
生活服务等服务业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还远未达到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例如，2021 年三季度，生活服

务业中小企业营业收入相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51． 7% ( 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2022) 。

表 1: 日本中小企业经营情况( 单位: 万亿日元)

时期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同比变化 营业利润同比变化

2020 年一季度 126． 9 5． 6 － 11． 7% － 17． 3%
2020 年二季度 110． 8 0． 2 － 17． 6% － 94． 8%
2020 年三季度 118． 5 1． 7 － 10． 4% － 59． 8%
2020 年四季度 126． 7 4． 3 － 3． 0% 14． 5%
2021 年一季度 121． 8 4． 7 － 3． 9% － 15． 1%
2021 年二季度 118． 4 2． 9 6． 9% 1013． 5%
2021 年三季度 122． 1 2． 5 2． 9% 40． 8%
2021 年四季度 130． 8 5． 6 3． 2% 29． 9%

资料来源: 根据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 2022) 的数据总结整理。

其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日本中小企业对未来企业经营发展产生担忧与焦虑，服务业中小

企业尤为明显。“中小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中小企业景气指数( DI) 在 2020 年二季度剧烈下

滑至 － 64． 1%，2021 年四季度虽然提升至 － 23． 3%，但随着 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再

次增加，该指数再次下降至 2022 年一季度的 － 26． 6%，同比下降 3． 3%。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对未来发

展的预期则要好于服务业中小企业。2022 年一季度，日本印刷、电子零部件、纤维、运输机械行业中小

企业景气指数分别环比提升 8． 3%、7． 8%、6． 6%、6． 4%，而餐饮住宿、生活服务行业则环比下降 21%、
6． 2% ( 中小企業庁，2022a) 。

( 二) 选择自主解散公司的中小企业增多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持续增多。虽然原材料与能源价格屡创新高，

但中小企业无法向与其交易的大企业提出更高的产品收购价格，导致交易条件持续恶化。日本中小企

业的交易条件指数从 2021 年一季度的 － 25%下降到 2021 年四季度的 － 37% ( 中小企業庁，2022b) 。
受此影响，选择自主解散公司的日本中小企业数量持续增多，服务业中小企业占比最为突出。2021

年日本自主解散公司数量达到 4． 4 万家。其中，餐饮住宿、零售、批发等行业分别有 1． 4 万家、0． 5 万家、
0． 4 万家企业选择自主解散，占比分别为 31． 8%、11． 4%、9． 1% ; 而制造业则有 0． 5 万家企业选择自主

解散，占比为 11． 4% ( 東京商工リサーチ，2022b) 。日本消费者对于服务产品的需求下滑，导致原本经

营情况良好的服务业中小企业也出现破产情况。例如，2020 年负债额在 1000 万日元以下的日本企业

倒闭数量为 630 家，其中服务业企业数量为 300 家，占比 47． 6% ( 東京商工リサーチ，2021b) 。可见，新

冠肺炎疫情对日本服务业中小企业的影响更为严重。

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

日本政府从维持中小企业业务经营、促进经营业务创新、推动业务继承等角度入手，采用短期纾困

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政策方式，多措并举实施中小企业政策，以促进中小企业稳定发展。

( 一) 短期补助性政策: 中小企业经营维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面临困难。日本中小企业融资指数在 2020 年二

季度显著下滑至 47． 7%，其中制造业中小企业为 45． 7%，服务业中小企业为 48． 3% ( 中小企業基盤整

備機構，2022) 。日本政府采用提供低息贷款，以及发放业务经营、房租、人员雇佣补助金的方式，帮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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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短期纾困，且不对企业所属行业类别作出限制。这些政策措施是短期性、暂时性的，主要起到化解中

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作用，其性质是补助性而非激励性的，致力于在短期内改善中小企业经营困境。在政

策执行的主体上，主要由日本中小企业厅负责政策制定与协调，由日本政府性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

等多元机构主体实施。
1． 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贷款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政府性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无息无担保贷款。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和商

工中金，建立“新冠肺炎疫情特别贷款”与“新冠肺炎疫情次级债务贷款”制度，帮助中小企业纾困，从

2020 年创设并实施至今。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特别贷款”制度，平均营业额下降 5% 以上的中小企业可

获得设备投资与业务运转方面贷款，最高额度达 6 亿日元，期限长达 20 年。前 3 年的贷款利率，将在基

础利率的基础上再下调 0． 9%，达到 0． 18%，接近零利率。此外，营业收入下降 20% 以上的中小企业可

借助“利息补助特别制度”，获得进一步的利息补贴，最终实现无息无担保的融资贷款( 日本政策金融公

庫，2021)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次级债务贷款”制度，因销售收入下降而受到资本损失的中小企业可获

得来自政府性金融机构的 5 至 20 年的融资贷款，利率在 0． 5%至 2． 95%之间，用以补充企业资本金，优

化企业财务结构( 商工中金，2021) 。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积极推动政府性金融机构以外的民间金融机构开展面向中小企业的无息无

担保贷款。日本政府根据《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法》既有规定，启用“第 4 号信用保证制度”，该制度主要

用于帮助因外部突发事件而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为其提供信用保证，以维持企业经营。日本政府

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认定为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外部因素，并通过信用保证协会，为营业额下降

20%以上的中小企业借款提供 100%信用保证，以降低民间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鼓励民间金

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总额在 4000 万日元以下、期限在 10 年以内的无担保贷款，并对前 3 年的贷款利

息提供补助，使之成为实际上的无息贷款( 経済産業省，2021a) 。该措施从 2020 年实施至今。
2． 发放业务经营、房租、人员雇佣补助金

一是业务经营补助金。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2 月间，日本政府建立“持续性给付金”制度，对单月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超过 50% 的中小企业给予最高达 200 万日元的补助金，以改善中小企业的资金状

况。补助金支付总额不超过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与按单月同比收入下降超过 50% 计算的年营业收入

的差值( 中小企業庁，2021a) 。“持续性给付金”的政策对象范围较广，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与服务

业企业外，医疗机构、农业生产者、非营利机构等均被纳入政策对象。
二是房租补助金。2020 年，日本政府建立“租金支援补助金”制度，对资本金在 10 亿日元以下且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 50%或连续 3 个月营业收入下降 30%的中小企业，给予最高 600 万日元的一次性房租

补贴，用以减少日本中小企业的房租支出负担。
三是人员雇佣补助金。为维持中小企业雇佣稳定，减少因业务活动收缩造成的人员解聘，日本政府

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间建立“雇佣调整补助金”制度。政策的实施对象为，营业收入较往年下

降 30%且处于“紧急事态宣言”实施地区中的日本企业。对于选择不解聘员工的中小企业，给予 0． 9 万

至 1． 35 万日元 /天的雇佣调整补助金( 厚生労働省，2022) 。日本中小企业经营维持政策的主要情况如

表 2 所示。

表 2: 日本中小企业经营维持政策情况

政策名称 政策目标 政策对象 政策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
特别贷款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情况
平均营业额下降 5% 以上中小
企业

提供最高可达 6 亿日元的低息贷
款，期限在 20 年以内

新冠肺炎疫情
次级债务贷款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情况
因销售收入下降而受到资本损
失的中小企业

提供 5 至 20 年的长期融资贷款，
利率在 0． 5% 至 2． 95% 之间

第 4 号信用保证制度 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营业额下降 20% 以上的中小
企业

通过信用保证协会提供 100% 信
用保证，促进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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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政策名称 政策目标 政策对象 政策手段

持续性给付金
为中小企业业务
经营提供补助金

营业额下降超过 50% 的中小
企业

给予最高达 200 万日元的补助金

租金支援补助金 补贴中小企业房租支出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0% 或连
续 3 个月营业收入下降 30%
的中小企业

给予最高达 600 万日元的补助金

雇佣调整补助金
补贴中小企业人员

雇佣支出
营业额下降超过 30% 的中小
企业

给予 0． 9 万至 1． 35 万日元 /天的
雇佣调整补助金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二) 长期激励性政策: 中小企业经营创新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日本中小企业经营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从长期看，这也成为企业调整转型的机

遇，一些企业通过创新和市场拓展，改变经营策略，以适应日本经济发展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日本政府

在提供广泛适用的补助金和低息贷款等短期纾困政策的基础上，还通过提供特定专项补助金的方式，推

动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小企业在内的经营业务调整，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些措施不再是短期

救援性的，而是长期的、激励性的。通过政策实施，日本政府引导企业制定业务调整计划，针对企业设定

的计划按一定的补助比率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推动企业经营转型调整，实现生产经营技术升级，为后续

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为推动经营业务创新政策的开展，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政策执行机构，例

如，设立事业再构筑补助金事务局，专门负责实施“事业再构筑补助金”政策; 设立信息技术( IT) 导入支

援事业局，负责执行“IT 导入补助金”政策等。
1． 推动中小企业业务转型调整

2021 年日本政府设立“事业再构筑补助金”制度，以促进中小企业适应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

化。“事业再构筑补助金”制度下，中小企业需要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明确经营业务转型升级的具

体目标。“事业再构筑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经营业务具体内容、期待产生的效果、设备投资计划、预
期收益等( 経済産業省，2021b) 。中小企业申请“事业再构筑补助金”需满足如下条件: ( 1) 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企业营业收入出现明显下滑，即从 2020 年 4 月以后的连续 6 个月之中，任意 3 个月的营业收

入同比下滑 10%。( 2) 中小企业业务调整应属于经营领域开拓、经营业务转换、产业类型转变、生产方

式升级、经营业务重组等。( 3) 中小企业需要与日本政府认定的专业申请认证机构合作，共同制定“事

业再构筑计划”。( 4) 确定中小企业在获得补助金后所要实现的经营改善效果，即附加价值年增长率达

到 3%以上或从业人员的人均附加价值增速达到 3%以上。
日本政府共设置以下五种具体的资助类型: ( 1) 一般类。对于经营领域拓展、经营业务转换的中小

企业，给予 100 万至 8000 万日元的补助金，可用于建筑建设、设备购置、技术引入、宣传推广等，补助比

率为 1 /2 至 2 /3。( 2) 大规模提升工资类。对于增加员工聘用、持续提升员工工资的中小企业，给予

8000 万至 1 亿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1 /2 至 2 /3。( 3) 经营业务调整类。对开展经营业务重组的

中小企业，给予 100 万至 150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2 /3 至 3 /4。( 4) 最低工资保障项目类。
对连续 3 个月以上增加工资幅度超过 10%的企业，提供 100 万至 150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2 /3 至 3 /4。( 5) 绿色增长类。开展与“绿色增长战略”中所涉及的海上风电、氢能、半导体、资源循环等

14 个产业部门领域相关的业务活动，并实施 2 年以上的研发及人才培养的中小企业，给予 100 万至 1． 5
亿日元的补助资金，补助比率为 1 /2 至 1 /3( 経済産業省，2022a) 。

2． 推动中小企业提升生产率

2019 年日本政府提出“中小企业生产率革命推进事业”，通过支持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信息设备

导入、开拓销售市场，促进中小企业提升生产率，由中小企业厅负责统筹实施。
一是制造业补助金制度。2020 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制造业补助金”制度，由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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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体实施，该政策实施至今。实施“制造业补助金”的目的在于，通过资助中小企业设备投资，推动新

产品研发，改善生产技术与方法，从而调整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结构，降低固定成本支出，提高中小企业生

产率。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除对于企业提升生产率的设备投资给予资助以外，还引导中小企业扩大人

员雇佣，同时促进中小企业实现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以符合日本经济发展新要求。补助金可以用于机械

设备购置、技术导入、专家咨询、运输、云计算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等。“制造业补助金”包括以下多种

类型: ( 1) 一般类。对开展新产品与服务研发、改善生产方式的中小企业，提供 100 万至 1250 万日元的

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1 /2 至 2 /3。( 2) 扩大雇佣类。对于克服经营困难、扩大人员雇佣的中小企业，给

予 100 万至 125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2 /3。( 3) 数字化转型类。对于引入数字化技术推进

生产方式改善或新产品研发的中小企业，提供设备引进方面的资金补助，补助金额为 100 万至 1250 万

日元，补助比率为 2 /3。( 4) 绿色转型类。对于从事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产品研发或生产方式改

善的中小企业，提供 100 万至 200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2 /3。( 5) 海外业务扩展类。对于强

化海外业务、以实现新产品研发或生产方式改善的中小企业，给予 1000 万至 300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

补助比率为 1 /2 至 2 /3。( 6) 商业模式构筑类。对开展革新性、扩张性、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构建尝试的

中小企业，给予总额在 100 万至 1 亿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2 /3。中小企业在申请时需要提交包

括业务内容、业务未来发展情况、数值目标等在内的“事业计划书”( 全国中小企業団体中央会，2022a) 。
二是信息技术导入金制度。2020 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实施“IT 导入金”制度，由信息技术导入支援事

业局具体实施，该政策实施至今。为推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小企业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技术，对于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的信息技术设备导入活动

提供资金补助支持。该政策的补助金可用于软件购置、云计算服务、固定资产设施购置等。一方面，对

在销售、决算、债务管理、产品采购、会计、人事管理等企业经营活动中引入信息技术服务的中小企业，根

据其引入的技术服务类别，给予 30 万至 45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为 1 /2; 另一方面，对于购置计

算机、平板电脑、复印机等信息技术设备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给予 5 万至 35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

补助比率在 1 /2 至 3 /4 之间( サービスデザイン推進協議会，2022) 。
日本中小企业经营创新政策的主要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日本中小企业经营创新政策情况

政策名称 政策目标 政策对象 政策手段

事业再构筑
补助金

推动中小企业经营业务内
容的升级调整

2020 年 4 月份以后的连续 6 个
月之中，任意 3 个月的营业收入
同比下滑 10% 以上的中小企业

根据 类 别 不 同，给 予 100 万 至
1. 5 亿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
率在 1 /2 至 3 /4

制造业补助金
推动新产品研发与生产技
术方法的改善

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批发业
等中小企业

根据类别不同，给予 100 万至 1
亿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在
1 /2 至 2 /3

信息技术( IT)
导入金

推动 中 小 企 业 的 数 字 化
进程

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批发业
等中小企业

根据类别不同，给予 30 万至 45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补助比率在
1 /2 至 3 /4 之间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三) 长期激励性政策: 中小企业业务继承与持续政策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中小企业的业务继承问题愈发突出。日本 70 岁以上的经营者有 245 万

人，其中有 127 万人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占总数的 1 /2( 経済産業省，2019)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日本中小企业业务无人继承问题显现，而这不利于中小企业中积累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技巧的传承。此

外，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还受到供应链断裂问题的冲击，不利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开展。日本政府

着眼于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制定激励性质的中小企业政策，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后继乏人的经营困境，

推动中小企业制定应对供应链中断的应急预案，从而提升企业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在政策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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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本政府除了设立业务继承补助金事业局负责“业务继承补助金”政策执行外，还通过位于日本各

都道府县的经济产业局，设立面向地方中小企业的服务机构，推动政策执行。例如，为推动业务继承，日

本政府在 47 个都道府县设立业务继承支援中心，增强相关人员配置，强化与企业合并专业机构的合作，

帮助中小企业制定业务继承方案。具有业务继承需求的中小企业可以向当地的“业务继承支援中心”
寻求帮助和支持，“业务继承支援中心”将会给予业务继承计划制定、专业人员派遣、金融机构沟通、继
受企业匹配、经营资源承继等方面的支持。

1． 业务继承政策

从 2018 年开始，日本政府推出“中小企业再生事业继承综合支援事业”，制定了每年实施 16． 8 万次

的业务继承检查和实现 2000 件业务继承案例的政策目标。从 2021 年开始，日本政府建立“业务继承补

助金”制度，通过给予中小企业补助金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的业务继承活动，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

经营革新类。对于借助业务继承活动，实现创业、家族内部继承、企业合并等目标的中小企业，给予 100
万至 60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可用于设备费、人员费、原材料费、律师费等支出，补助比率为 2 /3。( 2) 专

家支援类。对于需要法律专家支持以开展业务继承的中小企业，提供 100 万至 60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

可用于专家咨询费、住宿费、保险费、委托费等方面的支出，补助比率为 2 /3。( 3 ) 业务重组类。对于开

展业务合并的中小企业，给予 50 万至 150 万日元的资金补助，可用于业务注销登记、库存处置、建筑物

拆解等，补助比率为 2 /3( 事業承継·引継ぎ補助金事務局，2022) 。
2． 推动中小企业制定“业务持续性计划”
通过制定“业务持续性计划”(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BCP) ，可预先模拟灾害发生时企业恢复

生产的过程，明确风险事件、重要业务范围、供应链调整方式等，有助于企业渡过供应链危机( SOMPOリ

スクマネジメント株式会社，2021) 。为提升日本中小企业应对风险事件的能力，日本政府从 2019 年开

始推出“业务持续性强化计划认定制度”，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贷款、补助金等产业政策措施，

促进日本中小企业制定 BCP( 阿部裕树，2020)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政府加大“业务持续性强化

计划认定制度”的实施力度。希望申请的中小企业需要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制定包括业务持续性强化

目标、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手续、人员体制准备、设备导入计划、融资计划、实施时间等内容在内的“业务持

续性强化计划”。经过日本政府批准的中小企业将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帮助。一是中小企业在未来的

经营活动中可使用“业务持续性强化认定”标志，表示自身业务的可持续性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认可。二

是中小企业在防灾减灾方面的设备投资可以获得 20%的特别折旧税收优惠，降低中小企业引入防灾减

灾设备时的财务负担。三是获得批准的中小企业可获得融资支持。例如，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获得认

定的中小企业给予最高达 7． 2 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且贷款利率比基准利率低 0． 9% ; 获得认定的中小企

业还可以获得来自信用保证协会的 2000 万至 8000 万日元不等的追加保证金支持，以开展相关设备投

资; 被认定的中小企业还可获得来自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高达 3 亿日元的产业投资等。四是日本各

都道府县的商工会议所对中小企业制定 BCP 提供咨询帮助。五是获得认定的中小企业，其制造业补助

金的成功率将会进一步提升( 中小企業庁，2022c) 。
日本中小企业业务继承与持续政策的主要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日本中小企业业务继承与持续政策

政策名称 政策目标 政策对象 政策手段

设立“业务继承
支援中心”

推动中小企业业务继
承活动展开

制造业、服务业、批发零
售业中的中小企业

给予业务继承计划制定、专业人员派遣、金融机
构沟通、继受企业匹配、经营资源承继等支持

业务继承补助金
促进中小企业的业务
继承活动

制造业、服务业、批发零
售业中的中小企业

根据类别不同，给予 100 万至 600 万日元资金
补助，补助比率为 2 /3

业务持续性强化
计划认定制度

促进 中 小 企 业 制 定
BCP

制造业、服务业、批发零
售业中的中小企业

允许企业使用认定标志、税收优惠、金融支持、
提升补助金申请通过率、商工会议所咨询帮助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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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中小企业政策实施效果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中小企业政策，降低中小企破产数量，提升中小企业的附加价值，强化中小企业

经营业务的韧性，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中小企业的冲击。

( 一) 降低日本中小企业的破产数量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政府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克服疫情背景下中

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截至 2022 年 2 月，日本政府针对中小企业实施融资支持措施 102 万笔，融资金

额达到 19． 3 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还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了 196 万笔、总额达 37． 1 万亿日元的信用保证

( 中小企業庁，2022b) 。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向中小企业发放业务经营、房租、人员方面的补助金。
2021 年，日本政府共支付“持续性补助金”423 万笔，支付金额达 5． 5 万亿日元; 发放“租金支援补助金”
104 万笔，总额达 9000 亿日元; 累计支付“雇佣调整补助金”23． 4 万亿日元( 中小企業庁，2021b) 。在日

本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日本中小企业房租支出、人员雇佣等方面的支出负担有所减轻，缓解了短期的经

营困境。
在日本政府中小企业经营维持政策的实施下，日本中小企业的破产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下

降的趋势，并未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的现象。如图 1 所示，日本中小企业的倒闭数量从 2015
年的 8812 家，下降到 2019 年的 8383 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 2020 年，日本中小企业的倒闭数量进

一步下降，为 7773 家，同比下降 7． 3% ; 在 2021 年的倒闭数量则为 6030 家，同比下降幅度达到 22. 4%，

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低水平。从行业上看，2021 年破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批发业、
零售业、制造业等，破产企业数分别为 2007 家、1065 家、806 家、730 家、664 家，占比分别为 33. 2%、
17. 6%、13． 4%、12． 1%、11% ( 東京商工リサーチ，2021a) 。

单位: 个( 左轴) ; % ( 右轴) 。
资料来源: 根据東京商工リサーチ( 2021a) 总结整理。

图 1: 日本中小企业倒闭情况

( 二) 提升中小企业附加价值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政府实施中小企业经营创新政策，促进中小企业业务的转型升级、加
快新产品和新服务研发、拓展新业务领域等，以提高中小企业的附加价值，通过长期政策助力中小企业

渡过难关。一方面，2021 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实施六轮“事业再构筑补助金”政策。截至 2022 年 5 月，

日本政府共公开了四轮“事业再构筑补助金”的申请结果，分别认定 8016 家、9336 家、9021 家、8810 家

中小企业的申请，符合申请要求的中小企业行业领域不仅包括制造业，也包括餐饮住宿、零售等服务业。
资助金额主要在 100 万至 1500 万日元之间。通过“事业再构筑补助金”政策实施，日本政府帮助中小企

业提升了业务经营水平，拓展了经营领域。例如，日本西部旅游公司通过申请“事业再构筑补助金”，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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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购置具备 4K 功能的摄像机设备的补助资金，进而得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向世界各地展示当地风景、
舞蹈等旅游资源，在为地方文化宣传作出贡献的同时，改善了公司的经营状况( 事業承継·引継ぎ補助

金事務局，2022) 。
另一方面，在制造业补助金领域，截至 2022 年 5 月，日本政府总公布了九轮“制造业补助金”实施结

果，分别通过 1429 家、3267 家、2637 家、3178 家、2337 家、2362 家、2768 家、2780 家、2247 家的申请，累

计提供 1591 亿日元的资金支持。例如，日本齐藤工业公司通过借助“制造业补助金”的补助措施，成功

引入电动射出成型机、输送带、粉碎机、干燥剂等，大幅提高了塑料加工的精密度，提升了公司产品品质

( 全国中小企業団体中央会，2022b) 。此外，在“IT 导入补助金”方面，日本政府公布了“数字信息系统基

础建设类”的实施结果，共资助 566 家中小企业导入信息技术设备，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例

如，日本千叶惠制果有限公司借助“IT 导入补助金”，成功建立商品网上销售平台，大幅提升了订单确认

与销售效率，进而实现了销售额的大幅增长( 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2022) 。
通过中小企业业务经营创新政策的实施，日本中小企业的附加价值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持续恢

复。如图 2 所示，根据法人统计调查数据测算显示，日本中小企业附加价值一度在 2020 年二季度下滑

至 2． 05 万亿日元，但在日本政府中小企业政策的推动下，2021 年四季度已经恢复至 2． 84 万亿日元，同

比增长 5%。

单位: 亿日元( 左轴) ; % ( 右轴) 。
注: 中小企业附加价值额 = 人员费 + 利息支付费 + 不动产租金 + 应纳税额 + 营业利润。
资料来源: 根据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 2022) 总结整理。

图 2: 日本中小企业附加价值变化情况

( 三) 强化中小企业经营业务韧性

首先，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中小企业的业务继承情况有所改善，有利于中小企业的长期经营。
2021 年，日本政府的“业务继承补助金”共资助 311 家中小企业的业务继承活动，其中经营革新类 75
项、专家支援类 236 项，有效促进了日本中小企业业务继承活动的展开( 中小企業庁，2021c) 。例如，日

本寿食堂公司借助“业务继承补助金”的资助，成功处置废旧的厨房设备，推动公司经营者从 81 岁的前

任董事长向 47 岁的现任董事长转换，实现了公司经营者的顺利更替，在承接既有餐饮业务的同时，也积

极扩展婚庆等新业务，促进了公司进一步发展。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下，日本中小企业选择自主解散公司

的比率出现下降趋势，从 2020 年 8 月的 8． 5% 下降到了 2022 年 4 月的 6． 5% ( 東京商工リサーチ，

2022a) 。
其次，日本制定 BCP 的中小企业正在不断增加。自 2019 年日本政府推动“业务持续性强化计划认

定”制度以来，截至 2022 年 5 月，日本政府共推动了 2378 家中小企业制定 BCP，以应对危机和风险。例

如，日本协和工业有限公司通过制定“业务持续性强化计划”，积极削减公司运营总成本、减少仓库工作

人员、构建灾害发生时应急体制等，以期在灾害发生时能够尽快恢复产品供应，提升企业经营业务的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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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中小企業庁，2022d) 。

四、日本中小企业政策的基本逻辑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政府不仅要维持日本中小企业的业务持续经营，而且还要促进中小企

业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步伐，避免因企业解散而造成的知识财产流失，提升业务可持续性。

( 一) 短期内维持中小企业经营，支持就业

促进中小企业经营维持，加快中小企业业务经营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恢复，对于日本经济增长而

言具有重要意义。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日本在 2020 年 3 月制定了《新冠肺炎对策特别措施法》，

并依据该法律实施“紧急事态宣言”。自 2020 年以来，日本共实施了三次“紧急事态宣言”，根据“宣言”
要求，日本企业在生产经营方式上采取了缩短经营时间、限制进店人数、禁止提供酒精饮料等措施。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服务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严重萎缩。日本第三产业生产指数从 2020 年四

季度的 98，下降至 2021 年一季度的 97． 3，并进一步降至 2021 年三季度的 96，表现出逐渐下滑的趋

势( 経済産業省，2022b) 。为此，日本政府选择增加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给企业的补助金等，且

资助范围不仅包括制造业企业，也包括服务业中小企业，以支持中小企业短期纾困，改善企业未来发

展预期。
此外，维持中小企业经营活动有助于日本支持就业，降低失业人数。在日本的劳动人口中，很大部

分选择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对于吸收日本就业人口而言具有重要地位。在“1 ～ 4 人企业”中工作

的人员占比达 60． 5%、“5 ～ 9 人企业”占比 18． 6%、“10 ～ 19 人企业”占比 10． 9%，而在 100 人以上大企

业中工作的人员占比只有 1% ( 総務省，2019) 。为此，日本政府始终重视实施中小企业政策( 田正、江飞

涛，2021)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政府不仅向中小企业发放“雇佣调整补助金”，而且在“事业再

构筑补助金”“制造业补助金”中均设置扩大雇佣与提升员工工资类的补助金项目，在加强中小企业维

持现有雇佣的同时，引导中小企业扩大雇佣规模、提升从业人员工资。

( 二) 从长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为日本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但也成为促进日本中小企业调整经

营业务、加速新产品和生产方式创新、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契机。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恶化了中小

企业的经营情况，但是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低效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促进高效企业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雇佣形态等均发生显著变化，需要进一步促

进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优化资源配置。为此，日本

政府采用激励式资助政策，推动“事业再构筑补助金”“制造业补助金”等政策助力中小企业调整业务结

构，促进生产经营领域转换，积极拓展新的生产领域、构建新的商业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问题暴露无疑，日本企业在平台经济、远程办公、在

线诊疗方面的使用比率落后于其他国家。日本经济产业省的“DX 报告”指出，如果日本企业没有顺利

实现数字化转型，则会使得日本经济在 2025 年后面临每年 12 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 経済産業省，

2018) 。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可以促进日本中小企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提升客户的服务满

意度，进而提高营业收入( 野口浩之、長谷川智紀，2020 )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激励式政策，推进中小企

业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以调整日本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创造新

的产品与价值，提升中小企业生产率。例如，日本政府推出“IT 导入金”这一补助金措施，帮助中小企业

引入信息化设备，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三) 从长期推动中小企业业务继承与经营业务持续，强化业务经营韧性

企业是能力与要素的集合，企业的解散意味着能力的散失，且是不可逆转的，有必要尽可能保留企

业的独特能力。中小企业的业务继承不仅是企业经营权与企业资产的继承，更是企业中所蕴含的“知识

财产”的继承。“知识财产”包括企业常年积累下的生产技术、知识产权、组织架构、经营理念、供应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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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上的隐形财产。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解散问题更趋突出，日本政府为

此采取激励式资助措施，消除中小企业自主解散公司的不良影响，促进中小企业“知识财产”的有效传

承，积极推动实施“业务继承补助金”制度，并设立“业务继承支援中心”，帮助中小企业找到合适的业务

继承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由于原材料、零部件、产品销售受阻，日本中小企业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

暴露出来，不利于日本中小企业业务经营活动的有效开展。通过制定 BCP，明确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的风险点，可以提前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发生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当前，日本中小企业制定

BCP 的比率较低。2021 年日本中小企业的 BCP 制定比率为 14． 7%，而大企业为 32%，可见日本中小企

业的 BCP 制定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帝国データバンク，2021) 。为此，日本政府通过设立“业务持续

性强化计划认定制度”的方式，来提升日本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五、启 示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已过去，但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政

府针对中小企业采取的政策，值得借鉴与参考。
第一，强化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力度，助力短期内缓解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由于中小企业对于

维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持就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以促进实现

经济高质量增长。特别是，服务业中小企业所受影响要强于制造业中小企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应给

予关注。日本通过政府性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低息贷款融资力度，并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引导日本民间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同时为中小企业的业务经营活动、房租支出、人员

雇佣等活动提供补贴，促进中小企业的业务经营恢复。为此，中国可扩大政府性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

的贷款力度，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优惠，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第二，加大对于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推动中小企业实现创新发展。企业是创新的

主体，需要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中小企业积聚，提升中小企业技术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

政府重视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措施实施，采用激励式政策措施，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开展企业经营业

务转型升级活动，并加快数字化转型力度。中国可以吸收借鉴日本的经验做法，针对“专精特新”企业，

实施激励式资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能够切实有效提升附加价值与生产率的中小企业，采取给予补助

金、税收减免、融资支持等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开展新业务领域和业务重组调整。此外，还可设立“数字

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专项补助金，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与去碳化转型成本。
第三，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传承问题，防范中小企业出现自主解散现象。企业是创新

要素的集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仅积累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资源，而且积累了诸如供应链

网络、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隐形知识财产，而企业的解散则意味着企业隐形知识财产的流失，对提升中

小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激励式政策措施，促进中小

企业业务继承与延续。为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的传承问题，积极保护企业在长

期经营中累积的知识财产，提升其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问题上的作用。可制定激励式政策措施，促

进中小金融机构加大对于中小企业继承问题的帮扶力度，促进中小企业与专业化企业合并机构合作，降

低中小企业自主解散的风险，促进中小企业业务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
第四，着力推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强化中小企业经营业务韧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由于

原材料、零部件供应不畅，以及产品销售渠道受阻，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断裂风险凸显。日本政府通过采

取促进中小企业制定 BCP 的方式，促进中小企业找出企业经营业务活动中存在的风险点，并提前做好

应急备案，将风险发生时的影响降到最小，进而提升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中国也需推动中小企业

提前制定风险事件处置方案，为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受阻等事件的发生提前做好准备，加强供应链风

险管理，进而将风险事件发生时的损失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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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SME Polici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 19
Epidemic and Their Relevance

Tian Zheng1 ＆ Jiang Feitao2

( 1．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the COVID － 19 epidemic，the business situation of Japanese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
prises have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The income and profit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and th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that choose to dissolve their own business have increased obviously． After sorting ou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SME policies，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olices，including the operation maintenance policies，the operation in-
novation policies and the business succession and continuity policies． With the help of a combination of short － term financing and
long － term incentives，and the provision of low － interest loans，grants of subsidies and other means，Japanese government fo-
cused on restoring the normal business activities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so a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bankrupt-
cies，increase value added，and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f business operations． Japanese SME policies have the basic logic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accelera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busi-
ness operations． Their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hina．
Key words: Japan;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Business Ope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siness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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