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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日本中小企业到了生死存亡时刻?
文 /孙健美 徐雨晨 沐尘

上半年四千家宣布破产 政府打“组合拳”救市

    拥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爱知县知

名温泉旅馆富士见庄，倒在了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下，负债约 24亿日

元。这家旅馆近年来一直依靠外国
游客而维持生计，如今成为日本首

个受疫情影响而破产的案例。旅馆
老板伊藤刚十分无奈：“虽然是上一

辈人维持下来的宝贵旅馆，但是没

有客人就毫无办法。”
这一幕是个缩影。6月发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日本全
行业大中小型企业信心指数已连续

三个季度全面下降，特别是中小企
业的信心指数达到历史最低。

占全日本企业总数超九成、吸
收了日本近七成劳动力人口⋯⋯中

小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为了拯救遭遇历史性危机的中

小企业，日本政府打出了“组合拳”。

遭遇沉重打击

经营难以维系
“如果并购进展不顺利，我们正

在考虑关闭。”位于东京都品川区的

志田工程事务所的负责人志田弘明
说。他的企业制造控制工业管道中

液体和气体流量的阀门，目前正在
与同行商谈业务转让。

今年以来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了一半。眼下事务所通过
金融机构的贷款避免了“短路”，但

他在考虑放弃经营。事务所拥有 14

名员工，平均年龄超过 60岁。去年

刚刚迎来成立 100周年纪念日的百
年老店，正艰难地站在十字路口。

这不是个例。数据显示，在疫情
最为严重的 3月至 4月期间，疫情

对 92.1%的中小企业产生了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其中七成以上的企业

表示，受疫情影响销售额及顾客大
幅减少，四成以上的企业表示部分

商业合作被迫延期或终止，部分企
业还表示疫情使企业防护成本增长、

产品供应链受损、现金周转紧张。
从行业来看，受到最明显冲击

的是旅馆、餐饮业，约八成商家表
示，疫情导致客源明显减少，特别是

国外访日人数骤减，日本各大观光
地的小型商户受到沉重打击。

日本发布的 6 月调查数据显
示，自日本结束紧急状态以来，中小

企业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有所缓
和，但仍有接近七成企业表示，无法

摆脱疫情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营业销售障碍、外出活动限制、物流
生产受阻等方面。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之下，许多
中小企业难以维系自身经营，被迫

申请破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日本全

国破产企业数达 4001家。此外进入
自主休业、废业状态的企业预计也

将达到近年来最高的 2.5万家。日
本总务省 6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的完全失业率连续 3个月呈恶

化趋势，失业人口近 200万人，实际

工资较去年同期下降 2.1%，连续 3

个月呈负增长，为 2015年 6月以来

的最大降幅。

政府支援对策

救急难以治本
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话来

说，眼下日本中小企业已经到了生

死存亡的阶段，迅速制定并执行有
针对性的支援对策刻不容缓。

5月，在宣布结束“紧急事态宣
言”之后，日本开始着手恢复因疫情

遭受重创的国民经济，相继颁布了

多项旨在稳定就业、保障民生的举
措。其中，日本经济产业省针对受疫

情影响的中小企业，颁布了一系列
支援政策，内容覆盖了贷款、投资、

税收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难题。
日本政府针对中小企业及小型

商户打出的“组合拳”，在短期上将

改善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财
务状况。企业可通过申请给付金、补

助金、贷款、延缓税收等方式聚拢复
工所需资金，解决当前困境。

但从中长期来看，挑战依旧不
少。从大环境来看，由于日本国内整

体消费迟迟无法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人员流动仍然受限，倘若无法有
效地控制疫情，刺激国民消费需求，

尽快恢复海内外人员流动，这一系
列支援政策在疫情长期化面前终将

只是一时之计。7月以来，以东京为
首的日本各地再次出现聚集性感

染，日本疫情或将面临第二次暴发，
给支援政策的实施及效果带来了诸

多不确定因素。

疫情放大困境

内因才是根源
从中小企业自身来说，有不少

企业在疫情前就存在着经营不善的

情况，疫情放大了这种困境。
以制造业为例，京都大学教授

汤之上隆指出，日本企业过度依赖
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忽视

了产品的标准化与通用化，严重缺

乏低成本量产能力；过于苛求于性
能与指标的极致，忽视了市场实际

需求。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目前仍
是智能手机产业链的隐性实力派。

苹果、三星等各大手机生产商的核
心零部件仍依赖日企供给。但从大

局看，由于缺乏对用户需要的把握，
没有从“价值起点”把握创新的方

向，日本没能将技术上的优势转化
成受消费者和市场欢迎的产品。

另一方面，这些中小企业近年
来经常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这

对日本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信号。
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是

“日本经济的基础”。日本经济产业
省指定了十几项特定制造业基础技

术，包括模具技术、锻造技术、动力
传导技术等，都是影响制造业竞争

力的关键技术———它们全部掌握在
中小企业手上。

因此，如何在推进复工复产、支
援受困企业之后，促使中小企业提

升危机管理意识与能力，引导其走
向“与疫情共生”的道路，挖掘新的

发展机遇，是日本不得不思考的新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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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通过官

民合作、 既有制度与
特设制度并行、 帮助

企业救急纾困以及鼓
励企业复工复产并重

的形式， 辅以直接提
供给付金、 减免或延

缓征税等政策， 对中

小企业可能遇到的困
难提供有针对性的支

援。此外，为便于信息
的及时沟通及政策的

切实普及， 日本政府
还在各地开设企业特

别支援咨询窗口。

首先， 作为最直
接的紧急支援对策，

日本政府宣布自 7月
起为各类中小企业、

商户提供多种类型的
给付金。 例如，针对受

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
企业和商户提供最高

200万日元的疫情持
续化给付金 、 最高

600万日元的房租支
援给付金等。

针对中小企业的
融资需求， 日本采取

了官方金融机构贷款和政府担
保民间金融机构贷款两种形

式。 官方金融机构提供了基准
利率贷款、0.9%利率减免贷款

和实质零息贷款三种优惠方
案， 企业或商户可根据自身规

模及销售额受影响减少的比例
申请不同程度的融资援助。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及疫情
下转变营业模式的需求， 日本

政府在提升对企业复工复产的

资金补助上限的同时， 还新增
了多个可申请补助的具体场

景。例如，海外供应链多元化及
供应链回归、防疫设备的采购、

实体交易向电子商务以及构建
跨境电商平台转型、 开展网络

办公、网络会议等。

为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

日本设有 “生产性革命推进事
业”补助，疫情暴发后设立了该

补助的“特别框架”。

针对疫情期间出现的供应
链混乱及企业纠纷问题， 日本

政府提出与企业合作， 共同维
护商业秩序与经营环境的主

张；在以协调、沟通者的身份参

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的过
程中， 引导企业依据现有形势

灵活调整进货与供货策略；成
立各类专项基金， 搭建合作交

流平台， 助力各企业更高效地
达成商业合作。

■ 戴口罩的游客在京都清水寺附近游览，为振兴旅游业，日本政府实施外

出旅游补贴计划

■ 午餐时人流稀少的东京新桥餐饮街 本版图片 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