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微企业“零首付”、“免登记”、“免收费”……省工商局出台

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32条”，在创业一族中引发关注和讨论。而

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更有望解决小微企业在注册和经营中遇到

的难题。

“32条”公布后，记者走访了一些小微企业和创业者。

A08 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王健 美编：刘冰霖 组版：洛菁

重点

“省工商局的32条措施，
更加细化和量化，行动非常
快。”省中小企业办公室政策
调研处副处长王功永告诉记
者，今年7月份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贯彻国发[2012]14号文
件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共计
31条，涉及今年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以及增加中小企业
政府采购份额、增加信贷支
持、减税减费降低进入门槛等
举措，一边为企业“输血”，一
边“减负”。在此意见基础上，
各涉及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部
门都要出台配套措施，因此下
一步小微企业仍有更多政策
期待。

据王功永介绍，此前7月
份省政府“31条”出台后，我省
各市已经出台扶持小微企业
的相关配套措施。例如枣庄市
决定设立市级中小微企业过
桥还贷资金1亿元，设立专户，
专款专用，无息使用，专项用
于中小微企业过桥还贷。

据省中小企业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小微企
业的“政策丰收年”。国家、省、
各部门、各市对小微企业发展
都非常重视，下半年各项各级
配套政策还将陆续出台落地，
而目前各级专项扶持资金已
经逐步到位，给小微企业注入
了“强心剂”。

本报记者 马绍栋

配套政策力度空前

小微企业

获注“强心剂”

家住济南历下区羊头峪沟边
的老王，从一家食品企业下岗多
年，一家人收入紧紧巴巴。由于爱
捣鼓些小家电维修的活，家住一楼
的老王就在窗外挂了个“修小家

电”的牌子招揽生意，贴补家用。
“虽然干了好多年也没有工商

部门来查，但我怕人家说我是无照
经营，只能偷偷摸摸干。现在明文
规定可以不办营业执照了，感到心

里很敞亮。”老王说，他所在的小区
里，凭一台缝纫机干点改衣服、缭
裤脚一类活的还有好几家。他们认
为，政府部门明确规定生活便利行
业可以免登记是件大好事。

修小家电补家用 再也不怕工商查

对个人从事修鞋、修自行
车、缝纫、水果摊等生活便利行
业免予办理营业执照。

山东大学的冯先生是一位博
士，手头有好几项科研成果和专
利。之前，有多名企业家拉其合作
办企业，他一直未下定决心。“合作
模式中一般是由对方出资500万
进行注册，我以技术和专利入股折
算20%股份。由于500万注册资金

全是对方投入，我的价值没有货币
化，说起来别别扭扭的，好像是人
家照顾我，给了20%的‘干股’。”冯
先生说。

如今有了技术、专利等无形资
产出资的规定，冯先生的技术成果
和专利在出资注册时，可以100万

的无形资产出资，加上对方的500
万现金，双方可以注册一个600万
的公司。“虽然在公司所占股权比
例小了，但公司增值了，持有的
100万的技术成果变成了实实在
在的资金，也没有了那种被照顾的
感觉。”

成果“作价”百万 博士腰杆变硬

允许可以评估作价并能依
法转让的公司股权、商标权、采
矿权、探矿权、林权、水域滩涂使
用权等非货币资产作为企业出
资。

允许分支机构数量较多、
连锁经营的服务业企业由企业
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原来跑100多个县 现在只去17个市

省工商局副巡视员王建告诉
记者，近年来一些集团公司发生合
并分立的事很多。比如我省的广电
系统在改制中，网络公司在全省
100多个县有分支机构，按老规定，

广电公司需要分别到各个县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分支机构注册。
而根据“允许分支机构集中登记”
这一规定，总公司只需到17个市集
中办理相关手续就行。

王建说，在当前的文化企业改
制中，像出版集团改制、广电企业
改制等，会发生许多类似情况。根
据“32条”，仅此一项就可以为企业
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允许独立办公区域作为住
所，允许农民以宅基地房屋作
为经营场所。

办公兼住所 方便又省钱

在济南市历城区工商分局
企业注册局王烽看来，“32条”中
第21条“允许独立办公区域作为
住所”和第24条“允许农民以宅
基地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规
定，非常实用。

王烽说，在一些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企业的实
际管理中，出于笼络人才、降低
成本和便于工作的考虑，不少公
司愿意在办公区内帮员工解决
住宿问题。所以，第21条对企业
发展很有利。

近些年兴起的农家乐是城郊

农民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郊区
不像城里那样，有现成的商用房做
经营场所。所以，这次允许农民以
宅基地房屋自营或出租给他人从
事小型商业零售、“农家乐”等与农
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
这也是一个很切合实际的举措。

格相关新闻

草根创业者王新：：

有了“零首付付付”””
公公公司司司早早早开开开333个个个月月月
本报记者 李岩侠

“要是早有这样的规定，可能
我的创意设计公司3个月前就开业
并有经营收入了！”23日，毕业于山
东工艺美院的王新兴奋中带着遗
憾给其所在地的工商分局打去电
话，咨询注册登记事宜。

王新毕业两年了，专业是设
计，现在一小型广告公司做文案设
计。王新说，他从毕业那天起就有
一个愿望——— 和同学开一家创意
设计公司。

但是，按照原来的注册登记
规定，王新们至少要凑足10万元
的首期注册资金。这对3个来自
农村、又是毕业不久的学生来说
很难实现。

“实行‘零首付’，我们可以有3
个月的时间直接开展业务，到时再
用挣到的钱或拿到的定金来缴付
首期注册资金。”王新说，“只要我
们有了自己的公司，就可以先把业
务做起来，两年内凑足全部50万元

注册资金不是难事。”
省城某文化传播公司的魏强

也对“零首付”规定十分敏感。去
年，他为了注册公司，仓促间找了
一个合伙人。但是，这一年的合作
并不理想，合伙生意做得疙疙瘩瘩
的。“注册公司时，我已谈了一笔合
同，对方是大公司，要求我的公司
注册资金不得低于50万元，钱不够
只能找人合作。要是当时有这个

‘零首付’规定就好了。”

省工商局副巡视员王建告诉
记者，温州工商部门也出台了类似
的小微企业注册“零首付”规定，但
针对的是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下的
企业。我省之所以选定50万元以下
的标准，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

“截至2012年上半年，我省注册资
金50万元以下的小公司有60万左
右。50万元这个槛是众多小企业主
最希望达到的额度，也是占比最大
的群体。”

▲济南市棋盘小区内的
水果摊，不办执照也可经营。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32条”力促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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