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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企业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体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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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　G351. 1

　　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体系对促

使中小企业在内部机制和外部经营环境方面的改革

和完善 ,使中小企业更具活力至关重要。面对信息化

和知识经济时代 ,中小企业外部的环境如政府的信息

资源和网络化服务 ,无疑对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也

有重要作用。因此 ,提出一套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管

理与咨询服务体系方案和理论思路 ,对整个中小企业

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有效增长和社会信息化具

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各国的政府、银行、企业界、信息服务界在这方面

进行了多年的成功探索 ,我国也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

试。本文意在从国内外的现状中 ,找出国内存在的问

题 ,为建设中国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

体系提供建议。

1 　国外研究和实践现状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 ,包括联合国工发

组织 (UN IDO) 、国际劳工组织 ( ILO)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OECD)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国际小企业

会议 ( ISBC) 、国际商会事务局 ( IBCC) 、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 (UN ECE) 、欧盟 ( EU) 、国际信息与文献联

合会 ( FID)都专门建立网站或组织会议研究和探讨支

持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和咨询服务问题[1、2 ] 如 :

OECD的 G8 (A GIobal Market PIace for SMEs) 网站 ,

ILO 的 ISEP ( International Small Enterprise Pro2

gramme) 网站。FID48 届和 49 届大会都设立专题 ;

FID 产业信息专门委员会 1998 年 1 月在葡萄牙里斯

本还召开了题为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 Supprt to

the SMEs Business 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葡萄牙产

业发展战略规划局及 FID 产业信息委员会联合举办 ,

并在 FID Bulletin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98 年第 1 期出了专刊。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

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墨西哥、新加

坡、智利等国政府都把其作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重

大问题 ,专门设立机构或指定专门部门 ,组织商会和

协会 ,甚至成立专门公司建立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管

理和咨询服务体系和网站。这些国家 ,特别是以中小

企业为主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 ,对支撑

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和咨询服务进行了多年探索和

实践 ,形成许多有益的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和解决方

案。

1. 1 　政府和公私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

服务和咨询保障

韩国为了实施《信贷担保基金法》,于 1976 年建

立了韩国信贷担保基金会。其职能是向中小企业提

供信贷担保服务、信贷信息服务和管理及技术援

助[3 ] 。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小企业投资法》后成立

小企业投资公司 ,除了资金投入 ,它也向企业提供管

理咨询。西班牙采取由官方信贷协会同私人银行签

约设立专用信贷方式。官方信贷协会和私人银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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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企业运营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评估 ,合约签订后

还要负责研究中小企业的运行情况和出现的问题 ,并

为制定政策的部门提供咨询。为了保证银行贷款能

按期收回 ,埃及政府鼓励在银行和企业间建立联络交

流机制 ,便于银行对申请贷款企业的资产、经营管理、

产品销路、经济效益作出评估 [4 ] 。银行有权对贷款的

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甚至可通过合股的方式直接参

与企业管理。德国通过合作银行和储蓄银行在企业

管理的各个层次上帮助中小企业 ,特别是新办企业和

创新型企业。储蓄银行在许多地区建立了 100 多家

创新中心 ,其目的是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心

不仅提供咨询服务 ,还给予技术支持 ,如帮助企业进

入因特网。技术中心向创新型企业提供范围广泛的

服务 ,包括技术转移、企业规划和管理的咨询以及人

员培训等[5 ] 。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均采用政府财政

拨款方式资助中小企业 ,与此同时 ,提供给中小企业

以信息和咨询服务。保加利亚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 ,

从“社会救助”的角度鼓励失业者创办企业 ,除给予部

分资金外还提供技术及相关信息 [6 ] 。

收购中小企业 ,如法国。法国每年有 5000 家中

小型企业易手。对中小型企业购买者来说 ,认准目标

乃是取得成功的第一要素。购买企业者必须做艰苦

的调查研究 ,他们一般要对 10 来家企业的资料和情

况进行分析 ,从中选择。在此方面来自外部的信息管

理与咨询服务支撑特别重要 [7 ] 。

1. 2 　通过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在管理过程中为中小

企业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

早在 1948 年 ,日本通产省就成立中小企业厅 ,作

为管理中小企业的最高机构。各都、道、府、县相应设

立中小企业科或工商科。同时 ,日本政府还依据法律

设立各种职能的审议会 ,对政府的中小企业决策进行

调查和咨询 ,在管理和决策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8 ] 。美

国与日本相似 ,1953 年依据《中小企业法》成立临时

性的中小企业局 ,1958 年法律修改后使之成为政府

的永久性机构。其下设两类机构 :一是经理服务公

司 ,由 1. 3 万多名经验丰富的退休人员组成 ;二是企

业发展中心 ,在全国有 1000 个 ,包括妇女企业中心、

美国出口援助中心、企业信息中心和部落企业信息中

心等。这两类机构经常举办各种商务研讨班 ,帮助小

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经商和开办实业的能力 ,并为小

企业提供创业准备、计划拟订、商业理财等多方咨询

和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 ,指导小型企业争取政府支

持 ,代表和保护小型企业的利益 [9 ] 。西班牙设立了从

属于经济财政部的专门机构 ,其中包括一个中小企业

观察局 ,负责研究中小企业的运行情况和出现的问

题 ,并为制定政策的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它还向中小

企业提供“国际化”的信息 ,不定期举行讲座 ,使它们

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同国际市场相适应。英国作为一

个以贸易立国的发达国家 ,政府为拓展海外市场不遗

余力。如协助中小企业与驻在国商界建立联系 ,筹办

各种类型的博览会 ,组织经贸代表团出访 ,举办贸易

研讨会等 ,已经成为外交部、贸工部和驻外使领馆的

日常事务[10 ] 。德国对新建中小企业从一开始就积极

扶持 ,帮助它们分析新建企业的必要性 ,企业主是否

有办企业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拥有资金情况以及产品

是否有销路等。经分析认为有必要建厂时 ,再提供有

关的法律法规咨询 ,帮助到工商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

照 ,签署有关合同 ,落实合作伙伴 ,制定筹资与投资计

划等。企业创建后 ,主管政府部门还要帮助它们首先

站住脚 :帮助分析所面临的情况 ,预测和解决可能遇

到或已经遇到的问题 ;产品销路等方面的情况 ;帮助

认真进行成本核算 ,寻找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

量、改进服务的可能性 ,以及是否需要扩大市场等。

对于那些发展势头好的企业 ,政府部门还要帮助它们

研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德国政府出资雇用了 540

位顾问为中小企业进行咨询服务 ,联邦经济给予顾问

们的财政资助每年共 1300 万美元 ,地方政府承担与

国家部门相同的另外 50 %。而商会与协会自身还雇

用 219 位顾问 ,平均起来每个顾问负责 1300 个企业。

咨询最多的是企业管理 ,包括企业创办和新工艺 ,其

他还有环境问题、出口贸易、欧洲市场、设计和修复

等[11 ] 。

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如德国、西班牙和土耳

其等。西班牙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法律 ,规定从个人所

得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培训费用。政府同时鼓励中

小企业同高等院校和专业学校签订培训合同。

设立中小企业的“监护人”。中小企业缺乏具有

专业知识的财务管理人员 ,经营管理水平相对滞后 ,

偷漏税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20 年前法国

产生了叫做税务委托管理中心的机构来协助中小企

业进行管理 ,由于工作富有成效 ,被称为中小企业的

“监护人”。该管理中心在加强对企业监督和指导的

同时还提供各种服务 ,如定期和向企业提供企业发展

分析报告 ,指出发展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这份报告对

企业的下一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另外他还向企业

定期提供各个行业领域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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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本价格等方面的统计数字。通过这些统计数

字 ,企业主对自己的企业所处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 ,

以利于制定未来的发展计划 [12 ] 。

1. 3 　创建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网络

加强基于网络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及中小企业的

信息化 ,直至引导中小企业走向电子商务 [13 ] 。

供中小企业的全球化信息网络开发是主题为“供

中小企业 (SMEs :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2
es)的全球化市场 (A Global Marketplace for SMEs) ”

G8 信息社会始创工程的 3 个项目之一。所有的 G8

国家都在建设网站以改进中小企业对有关本土和外

国市场的信息的存取。某些站点不仅提供信息 ,而且

也帮助中小企业通过联系地址寻找伙伴。在某些因

特网主页上 ,中小企业甚至可能运行一定的业务 ,比

如制定的条款。

早期 OECD 报告的建议之一是保障正在被开发

的 OECD 成员国的中小企业站点的用户友好。这是

指 :提供最及时的信息 ;节省搜寻信息的中小企业家

的时间 ;使中小企业因特网站点即刻显示对中小企业

家有用的信息 ;给出联系或联系点的信息 ,促使中小

企业联系潜在的客户和供应商 ;通过提供诸如联机定

购处理、信息核查、船运服务等业务便利 ,最大化使用

中小企业的站点 ;广泛发布中小企业站点。

供中小企业的全球化信息网络 ( global Informa2
tion Network for SMEs) 是由日本维护的。这个主页

目标是在信息社会试验工程“供中小企业的全球化市

场”的构架范围内创建的 ( G8 lnformation Society Pilot

Project : A Global Marketplace for SMEs) 。它的目标

是开发一个环境 ,在那里中小企业能够交换有关产

品、技术、人力资源等信息 ,克服距离和国界的障碍。

这个站点提供和存取的信息内容有 :

(1)如何参加 ? 它详述了“供中小企业的全球化

市场”的行动目标和构架 ,描述了参加的条件。不仅

G8 的成员 ,而且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也被邀请参加

到这一网络中。

(2)什么是“供中小企业的全球化信息网络”? 它

详述了“供中小企业的信息网络的目标”。这个站点

客户基础是面向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中小企业的 ,目前

有英语和日语两个版本。

这个站点还和如下站点联接 : G8 国家和 EU 欧

盟 ;澳大利亚、文莱、韩国、新加坡、西班牙和香港 (中

国)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网 (APEC Network

for SMEs) 、国际小商务会议 ( ISBC) 、国际商会事务局

( IBCC - Net)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 ECE) 和虚

拟中小企业大学 (vuSME :Virtual University for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等。

2 　国内研究和实践现状

2. 1 　政府和公私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

与咨询服务保障

我国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

行都把中小企业作为主要支持对象 ,农业银行和农村

信用合作社是乡镇企业信贷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

另外 ,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 ,逐步建立了为中小

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在人民银行指导下建

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职能部门 —中小企

业信贷部。

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于 1994 年开办中小企业风险

担保基金贷款业务。资金来源一般是由当地政府主

管机构与上海城市商业银行及其所属各支行签定协

议 ,当地财政拨款一部分作为对风险基金的补贴 ,其

余部分由入股的各成员企业出资共同认购 ,组成风险

担保 (或抵押基金) 。贷款的保证方式由该基金或具

有法人资格的第三方作为担保方 ,也有的以其他抵押

或质押方式作为还款保证。由于管理经验和信息的

不足 ,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必要的财务管理技术 ,资金

的使用效益不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不光体现

在信贷支持上 ,还体现在高素质、高品位、高技术、多

功能的服务上 ,如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

项目融资、代理和代收代付等业务。目前 ,金融机构

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正由单一的资金支持转向综合性

金融服务[14 ] 。

2. 2 　通过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在管理过程中为中小

企业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

1997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 1998 年 3 月

召开的九届人大提出继续坚持“抓大放小”的方针 ,加

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随着政府机构改

革的顺利进行 ,国家经贸委宏观上指导中小企业发展

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 ,成立了专门负责中小企业改

革与发展政策的中小企业司。中小企业地位得到空

前重视 ,国有小型企业的改革取得较快进展。各地根

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条件及企业实际情况 ,选择了改

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等多种改

制形式 ,制定了一系列操作性较强的配套政策 ,为中

小企业的发展建立融资、信息、培训、技术开发、人才

等方面的支持服务体系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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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5 月上海成立新药研究与开发中心 ,1989

年北京成立中关村企业孵化器 ,2000 年 4 月北京中

关村高科技交易中心建立 ,有些地方政府建立了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16 ] 。

2. 3 　我国政府、公私机构创建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

网络

(1)国际商务信息网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中国国际商会主办。它创建了一个 WWW 形式

的“中小企业助跑在线”链接 [17 ] 。

(2)中小企业商业计划 :中小企业商业计划项目

介绍。

(3)中国投资贸易网 :本站点包括投资信息、贸易

信息、代理商信息、中小企业商业计划、城市投资环

境、开发区投资环境等栏目。

(4)黑龙江省中小企业招商信息。

(5)信息城 —功能 :信息城为全国各省市、中央部

委局、驻沪办事处和海内外中小企业提供全方面服务

的良好环境 ,使上海的信息业从目前的以检索、传播

为主上升到加工、咨询为主。

(6)辽宁中小企业信息网。

(7)中国中小企业网 :网内设有企业之窗、专业市

场、经济信息、海外财经、人才热线、政策法规、网上交

易、供求信息、时事新闻、专家论坛及市场分析等。

(8)世联国际商业网络中心 :以口岸贸易为依托 ,

电子商务为手段 ,将信息咨询、网络服务、网上采购推

销、保税展示、保税仓储、市场销售、货物配送、进出口

代理、通关报检等融为一体 ,立足于为中小企业开发

中国市场提供跨行业、跨地域、多功能、规范化、高起

点的服务。

(9)春谷信息网 :全新交互式网站。提供求职、招

聘、招标、供求、难题求解信息的发布、修改、管理等服

务。

(10)中国在线培训 :为中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

实用性的管理咨询、培训和顾问 ,MBA 培训。

3 　我国在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体系

建设上应规范的几个方面

　　(1)中国公私机构现在关注的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问题 ,对融资背后的信息与咨询服务问题还未给予足

够的重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症结在于缺乏信用

担保 ,而提供信用担保的基础是对该企业信用、技术、

市场、管理等信息的掌握。这些信息的保障依赖于我

国公私机构尽快建立信息与咨询服务体系。建议有

关部门在建设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的过程中 ,重视相关

信息与咨询服务体系的建设 ,并规范其服务内容和方

式 ,以保证融资机制的正常运行 ,加快中小企业的发

展。

(2)我国政府已在中央一级建立统一的中小企业

管理机构 ,但还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现象 ,这大大限制

了政府支撑中小企业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作用的发

挥。地方上还未建立相应的统一管理当地各类中小

企业的机构。中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历来政出多门 ,如

高科技中小企业得到科技管理部门的支持和服务 ;农

业管理机构支持与服务于乡镇企业 ;私营、外资的中

小企业则由相应的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和服务。因此

要充分发挥政府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与咨询服务的

作用 ,就必须加快各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 ,并建立

统一规范的政府管理体系。

(3)中国支撑中小企业的信息与咨询服务网络内

容少而单一、无统一规范、不能提供全面和权威的信

息与咨询服务。分析上述国家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

与咨询网络的建设特点 ,不难看出都是集技术、贸易、

政策、法规信息与咨询服务于一身的完整权威的网

络 ,而我国的情况则不然。全国一级提供的信息不够

完整 ,如全国乡镇企业信息网、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信

息网和技术创新网等。地方的中小企业信息网不仅

存在上述的问题 ,而且少得可怜。建立统一管理中小

企业的政府机制和部门 ,并在其领导下建立统一的网

络规范 ,也是建设中国中小企业信息与咨询服务网络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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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好。

2. 2 　网上出版物的采集方法

2. 2. 1 　有选择地链接或粘贴到国家图书馆电子出版

物档案库上

加拿大国家图书馆采用的就是此种方式。

2. 2. 2 　逐一下载

我国对已选定的网上出版物一般是以逐一下载

的方式进行采集。

2. 2. 3 　使用机器人进行全面地采集

北欧许多国家利用“收割机器人”连续地寻找与

采集已编入索页的网页[11 ] 。收割机器人由采集、分

析、标引与存档 4 部分组成 ,它被正式地长期固定在

网页上。网页一旦被采集 ,机器人内的软件就会自动

分析网上出版物的内容与交互引用 (如超级链接情

况) ,随后输出 URL 表。该表是依采集策略被存储的 ,

以保证网址经常被核对。然后对该出版物进行自动标

引 ,并将它打包压缩 ,存储到当地存储库的磁盘上。

使用机器人进行采集时 ,只要把本国国家代码的

域名编入索引 ,凡具有本国国家代码域名的网上出版

物基本上可以收集齐全。

利用 URL 采集文献的缺点是缺少文献版本的概

念 ,在某一时期在特定位置上的文献 ,有可能与下一

时期相同位置文献毫不相干。为解决这一问题 ,欧洲

开始使用 URL (统一资源命名法) 生成元 (URN gen2
erator)来确定文献的版本 ,以便机器人采集。限定使

用的网上出版物难以被机器人采集 ,这时就要在缴存

本制度的支持下由人工采集。

2. 3 　归档保存

归档是将数据文件存储到与系统兼容的媒体上 ,

进行长时间存储 ,以备以后万一出现数据库差错而必

须加以恢复时使用。

为了数据安全 ,以磁盘、磁带为载体的脱机电子

出版物与网上出版物均应拷贝到档案服务器内归档

保存。档案服务器的制作与维护相当昂贵 ,不可能每

个图书馆都安装它 ,但国家图书馆与版本图书馆必须

安装它 ,以维护数据安全。DVD、CD - ROM 这类脱

机出版物 ,可以复制多个同一媒体的备份 ,安装进网

络内 ,以提供利用。

存储在档案服务器内的资料 ,安全十分重要。为

了使存档出版物可被授权使用 ,必须将服务器连到网

上。图书馆应采取技术措施与管理策略 ,防止对电子

出版物的非法存取 ,或受到第三者操纵与篡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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