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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小型工业企业 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 如呆与东部地 区比较 ,西 部地 区之间中小型工业企

业单位不仅数量少 ,而 且偿债能力、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等普遍较差。直接影响了西部地 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 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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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业结构还比较落后的我国而言 ,制 造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zO02年 ,我 国工业增加

值占到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中小型工业企业又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占有很大比重 [1],它们对

于吸纳就业、繁荣经济和稳定社会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我国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又是很不平

衡的 ,东西部地区分别是我国中小企业最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地区,二者之间在财务和经营状况上的差距究竟

有多大?这是本文从财务分析这个角度所要揭示的问题 ,以便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采取相应措施改

善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优化产业结构 ,缩小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 支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⒛02年 ,我

国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单位数共有 181557(以全部国有企业及年销售收人额在 500万 以上非国有企业为工业

企业的口径范围),中小企业有 172805个 ,占 到企业总数的 95.18%;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 146217.79亿

元 ,中 小企业资产有⒍叨5.68亿 元 ,占 到总数的42.39%;全部企业创造的利润共有 5784.47元 ,中 小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2353。 H元 ,占 到工业企业全部利润总数的们.68%;全 部企业当年应交增值税 dZI76.01亿元 ,中

小企业当年应交增值税 1936.88亿元 ,占 全部企业总数的 43.72%[2]。 同时中小型工业企业也对解决就业

压力、实现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⒛02年我国全部大中小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共有 5522。 “ 万人 ,中

小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有 3615.11人 ,占 到全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俑 %[2]。 可见 ,中 小企业在

保证中国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国家税收、活跃市场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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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 ,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 ,

使我国中小工业企业发展很不平衡 ,“ 东强西弱
”
特征非常突出 ,从财务分析这个角度看 ,西部地区中小型工

业企业发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 )生产单位数量少

目前我国东西部中小企业发展很不平衡 ,东 部发展很快 ,1999年全国中小企业家数 158658家 ,西部地

区有 22573家 ,占 全国比重的 14.23%,中 部地区有 37佴5家 ,占全国比重的 23.6%,东部地区 98“0家 ,占

全国总数的 m。 17%[3]。 到 zO02年 ,东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差距继续加大(见表 4)。 ⒛02年 ,西部地

区中小企业有”081个 ,仅 占全国总数的 13.19%,而东部地区有 1155%个 ,占 全国总数的“,g9%,东 部地

区的中小企业数量是西部地区的 5.68倍 [2]。

(二 )企业偿债能力弱偿债能力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内容 ,企业偿债能力指标比率恰当,意 味着

企业财务弹性好 ,经营风险小 ,经营状况佳。比较而言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偿债能力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偿

债能力存在如下问题。

1.流动比率太低

流动比率是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多数国家的经验 ,一般要求流动比率保持在 2的

水平上 ,流动比率过低说明企业偿债能力不足 ,过高说明货币资金闲置和资金占用存货过多。根据我国的经

验 ,要求企业流动比率达到 2对大多数行业来说是不合实际的 ,但起码也应该在 1以 上 ,才能有较强的偿债

能力。zO02年 ,我 国各地区工业企业该项指标普遍偏低 ,西 部地区中小企业流动比率就更加偏低。全国平

均为 1。 ∞ ,东部她区为 1。

",北
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中小企业的流动比率都在 1.09以 上 ;西 部

地区平均仅为0.89(见 表 1)。 反映出东部地区短期偿债能力相对较高 ,而西部地区短期偿债能力很低 ,因

为仅有 0.g9的 流动比率说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中每 1元钱的流动负债中,仅有 0。
g9元 的流动资产偿还能

力 ,何况企业流动资产中,还有流动性相对较差、变现能力较弱的存货占有相当比重。尤其是广西、贵州、云

南、甘肃、宁夏、新疆等 6个省区的流动比率都在 0,9以 下 ,反 映出流动比率严重偏低 ,企业蕴藏着较大的财

务风险。

表 1 东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偿债能力主要指标比较表

地 区 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利息负担率(%)

全 国 1.02 61,82 4.23 l。 29

北京 1.27 54.47 7.68 1

天 津 1.03 62.56 7.54 o。 86

河 北 0.93 64.01 4,46 1,60

辽 宁 0.95 63.87 2,69 l,60

上 海 1.22 55.83 6.98 0.75

江 苏 1.02 62.05 5.18 o。 91

浙 江 1.09 57.46 7.54 0.91

福建 1.19 4.51 1.22

山东 0.97 63.91 5,25 1,14

广 东 1.11 58.16 5.51 0.64

海 南 l。 04 53.52 3.92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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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平均 1.07 59.50 5.84 0.96

内蒙古 1.08 54.46 3.03 2.18

广 西 0.83 65.95 2.74 1.85

重庆 0.92 66.94 2.35 2.47

四川 0.96 63.30 2.59 2.45

贵州 0.86 73.01 1.12 2.50

云 南 0.86 67.96 1.14 3.63

西 藏 1.31 27.28 11.10 l。 16

陕 西 0.90 67.51 1.94 3.18

甘 肃 0.80 64.93 1.88 2.99

青海 0.97 60.63 1.85 2,84

宁夏 0.78 74.45 0.92 3.68

新 疆 0.76 68.35 2.06 3.55

西部平均 0.89 66.36 2.02 2.72

资料来源 :根 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⒛03年 )整 理计算。

2.资产负债率高

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是资产负债率 ,该指标反映在企业的总资产中有多少来自债权人 ,揭

示一个企业的负债程度及其所承担的风险 ,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企业利用财务杠杆的能力。从经验者的角度

看 ,维持适度的资产负债率可以保障债权人的资金安全 ,又 可以给投资者增加回报。一般认为 ,除金融类公

司外 ,一般规模的生产性企业的负债比率在经营状况较好的情况下 ,负 债比率可以在 50—70%之 间[4]。 表
1显示 ,⒛02年全国资产负债率为 61.82%,东 部地区为 59.5%,西部地区为 66.36%。 总体说来 ,我 国中小

工业企业的负债比率较高 ,比 较而言 ,东部地区各省市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适宜 ,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

在利润率很低、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况下 ,大部分省区的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广西、贵州、重庆、云南、陕西、

宁夏、新疆等 7省 区的资产负债率都在 65%以 上 ,贵州、宁夏两省区的资产负债率更高达 70%以上 ,使企业

存在着极大的财务风险。西藏例外 ,仅有 27.28%资产负债率 ,反 映出企业闲置资金太多 ,财务杠杆的作用

几乎没有发挥或发挥太小。

3.利 息保障倍数低

利息保障倍数是反映企业获得的收益对利息费用支付能力的保障程度 ,是债权人衡量自身债杈安全性
的重要指标 ,假如利息保障倍数为 6,说 明企业经营收益相当于 6倍的利息支出,利 息保障倍数越高 ,企业对

债权人利息的支付能力就越强 ,债权的回收就越有保障。一般认为 ,当利息保障倍数在 3或 4以上时,企业

负息能力就有保证 ,当该指标达到 8倍左右时 ,企业的资金调度工作就显得很轻松 [5]。 反之 ,企业就面临

着较大的还本负息的压力。表 1显示 ,⒛02年 ,全 国利息保障倍数为 4.23,总 体形势还比较适宜 ;东 部地区

平均为 5.84,除 海南省以外 ,其余省市的利息保障倍数都在 4以上 ,反 映出企业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尤其是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利息保障倍数都接近 7或在 7倍以上 ,资金的调度工作应该比较轻松。而西

部地区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只有 2.02,西 藏是个例外 ,利息保障倍数高达 l1.1倍 ,但它全年创造的增加值仅
有 10.49亿元 ,工业能力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内蒙古以外 ,其余 10个 省区的利息保障倍数都在 3以

下 ,这些地区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 ,尤其是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 6省 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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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都在 2以下 ,明 显存在着很大的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巨大压力。

4.利 息负担率高

该指标是利息支出与销售收人的比率 ,是对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诊断和资信评级的重要指标。国内外企

业的经验表明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 ,如 果该指标值低于 3%属 于正常或理想情况 ,在 5%左右则企业资金周

转发生困难 ,如 果超过 7%则 企业的工资等硬性支出也会遇到困难 ,10%以 上则属于亏损或破产经营。表 1

显示 ,全 国中小企业该指标为 1.” %,东部地区为 0.96%,西部地区为 2.72%,总体而言 ,都 处于较正常情

况。但比较而言 ,东 西部地区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东部 11个省市的利息负担率都在正常或理想范围内 ,

西部地区尽管平均在 3%以 内 ,但仍有云南、陕西、宁夏、新疆 4省 区的利息负担率在 3%以上 ,反映出这些省

区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已有一定困难 ,企业经营能力及资信评价将受到影响。

(三 )经营能力差

经营能力是指企业利用各项资产以形成产出或销售的能力 ,是 企业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重要指标。

通过经营能力分析 ,将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有机地结合起来 ,计算并分析企业资产的利用情况和周转速

度 ,以 揭示企业在配置各种经济资源过程中的效率状况 ,衡量企业是否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并有的放矢

地通过各种对策提高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比较而言 ,西部地区中小工业企业的经营能力 比东部地区要差

得多。

1.应收账款周转率低 、应收账款周转期长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映企业一年中应收账款的平均回收次数 ;应 收账款周转期是反映企业一年中应收

账款的平均周转天数。一般来说 ,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 ,应 收账款周转期越短 ,企业收回应收账款所需的时

间就越少 ,应 收账款周转越快 ,企业管理应收账款的水平越高 ,应收帐款的变现程度就越高 ,发生坏帐损失的

可能性就小 ,资产的流动性就强 ,企业的偿债能力就强 ,发 生的收款费用更低。从表 2中 可见 ,⒛02年全国

中小型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期分别为 6.53次和 55.73天 ,东部地区为 6,⒆ 次和 53.81

天 ,西部地区为 5.28次 和 68.05天 ,表 明全 国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总体较低 ,应 收账款周转期普遍较

长。比较而言 ,东 部地区应收账款回收期相对较短 ,天津、河北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省市的该指标都优

于全国 ,而西部 12个省市区中应收账款回收期全部高于全国 ,重庆、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等省市区的应收账款回收期都在 70天 以上 ,即 这些地区中小型企业的应收账款平均有 70天 以上才能周转

1次 ,可 见回收期很长 ,企业资金被占用情况比较突出。

表 2 东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主要指标比较表

地 区
应收帐款

周转率(次 )

应收帐款

周转期 (天 )

总资产

周转率C次 )

总资产

周转期(天 )

固定资产

周转率(次 )

全 国 6.53 55.73 0.91 395.6 2.46

北 京 5.79 62.17 0.70 514.29 2.66

天 津 6.91 52.10 0.93 387.10 3,21

河 北 10.10 35.64 0.99 363.64 2.35

辽 宁 4.81 74.84 0.63 571.43 1~62

上海 4,91 73.32 360 3.58

江 苏 6.76 53.25 1.20 300 3.67

浙 江 6.81 52.86 l。 09 330.28 3.23

福建 6.69 53.81 0.92 391,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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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10.87 33.12 1.20 300 3∶ 34

广 东 5.93 60.71 1.09 330.28 3.20

海 南 5.19 . 69.36 0.54 666.67 1.19

东部平均 6.69 53.81 1.04 346.15 3.05

内蒙古 6.08 59.21 o。 60 600 1.41

广 西 6.37 56.51 0.57 631.58 1.26

重庆 4.60 78.26 0.69 521.74 1.81

四川 5.89 61.12 0.65 553.85 1.64

贵州 4.65 77.42 o。 54 666.67 1.49

云 南 6.05 59.50 0.46 782.61 1.04

西 藏 2.32 155.17 0.19 1894,74 0.37

陕 西 4.89 73.62 0.50 720 1.17

甘肃 4.46 80.72 0.48 750 1.04

青海 4.74 75.95 0.45 800 1.06

宁夏 4.62 77.93 0.50 750 1.09

新疆 4.54 79,30 0.41 878.05 0.89

西部平均 5.29 68.05 0.55 654.55 1.22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zO03年 )相关资料统计计算。

注 :由 于东西部中小企业之间固定资产存续年限和已提折旧占原值比率的差异较大 ,为 了增加可比性 ,固 定资产周

转期率的计算中 ,以
“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
代替

“
固定资产总额

”
。

⒉总资产周转率低和总资产周转期长

总资产周转率是企业资产营运能力的集中体现 ,反 映了企业对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及其他资产等总资产的经营管理水平。总资产周转率是从总体上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利用率。总资产周转

期是反映企业总资产周转 1次需要的天数。总资产周转率越高、总资产周转期越短 ,说明企业利用资产的效

率越高 ,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 ,反 之 ,资产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必然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表 2中 可

见,zO02年 ,全国总资产周转率为 0.91次 、总资产周转期为 395.6天 ;东部地区的总资产周转率为 1。 Oz+次 、

总资产周转期为 346.15天 ;而西部地区的总资产周转率仅为 0.55次 、总资产周转期长达 654.55天 。东部

地区的总资产周转率是西部地区的 1。 s9倍 ,东部地区除北京、辽宁和海南 3省市以外 ,其余省市的该指标都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的该指标明显优于全国。西部 12个省区中中小型

工业企业该指标全部劣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东部地区比较差距就更大 ,反 映出总资产的利用效率很低。

3.固定资产周转率低

固定资产周转率是用以衡量企业利用现存厂房、机器设各等固定资产形成多少销售额的指标 ,反 映了企

业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该指标越高 ,说 明企业闲置的固定资产越少 ,固定资产被充分有效地利用 ,企业对

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越高。表 2显示 ,zO∞ 年全国固定资产周转率为2.46次 ,东 部地区为 3,05次 ,上 海、江

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的该指标明显优于全国。而西部地区只有 1.” 次 ,没有一个省区的该指标达到

了全国平均水平 ,比 东部地区的差距更大 ,东部地区中小企业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是西部地区的 2.5倍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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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比较老化 ,使用性能较差 ,劳动生产率低下。

(四 )盈利能力差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经营业务创造利润的能力 ,盈利能力的分析是企业财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评

价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 ,也是投资者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西部地区中小型工业企业由于

经营能力低 ,所 以在盈利能力 自然较低。

1.销 售利润率低

销售利润率是用来反映企业综合盈利能力的指标 ,该指标越高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盈利水平越高。

从表 3中 可见 ,全 国中小企业的销售利润率都 比较低 ,只有 4,18%,比较而言 ,东部地区中小企业的销售利

润率较高 ,平均为 4.笱 %,除辽宁、江苏、广东省以外 ,其余省市 中小企业的销售利润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而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平均只有 2.77%,除内蒙古、西藏以外 ,其余 10个 省区中大部分省区

的销售利润率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省区的销售利润率都相当低 ,在 1.25%以

下 ,宁夏全区中小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甚至为负数。

表 3 东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主要指标比较表

地 区
销售收入

利润率(%)
总资产

利润率(%)
净资产

收益率(%)
主营业务

利润率(%)
财务及管理

费用比率(%)

全 国 4.18 3.80 9.94 10,47 9.71

北 京 6.68 4.68 10.26 14,53 10.45

天津 5.61 5.21 13.90 10.86 9.45

河 北 5.97 5.51 15,3 9.09

辽 宁 2.71 1.72 4.75 10.80 8.62

上海 5.21 5.19 11.76 12.67 8.46

江 苏 3.79 4.47 11.99 8.99 5.71

浙 江 5.93 6.45 15.16 10,98 5.38

福建 4.28 3.96 8.11 10.45 6.41

山东 4.84 4.59 16.07 10.59 5,44

广 东 2.90 3.15 7,52 7.97 5.52

海南 7.12 3.83 8.24 13.70 10.91

东部平均 4.45 4.64 11.44 10.09 9.60

内蒙古 4.42 2.65 6.52 11.53 8.53

广 西 1.23 0.70 2.04 11.90 10.46

重庆 3.32 2.30 6.96 12.28 10,20

四川 3.90 2.54 6.91 8.76 9,67

贵州 0.30 0.16 0.59 10.01 11,53

云 南 0.51 0.24 0.76 12.07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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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11.68 2.23 3.07 18.45 14.69

陕西 2.98 1.48 4.56 13.57 11.36

甘肃 2。 62 l。 23 3.56 13.48 9.98

青海 2.43 1.10 2.79 12.73 10.25

宁 夏 ˉ̄ 0.28 ˉ̄ 0.14 ˉ̄ 0.53 8.32 11.05

新 疆 3.76 1.54 4.88 13.70 12.01

西部平均 2.77 1.51 4∶ 42 11.35 10.67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zO03年 )相关资料统计计算。

2.主 营业务利润率低

主营业务利润率是剔除了其他业务、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的影响 ,反 映企业主营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

和竞争能力。表 3中 显示 ,⒛02年 ,全 国实现的主营业务利润共 5898.35亿 元 ,全 国主营业务利润率为

10.47%,东部地区为 10,09%,西部地区为 11,35%,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还高于全国,甚 至

高于东部不少省市 ,但西部地区实现的主营业务利润很低 ,共 577。 ⒄ 亿元 ,仅 占全国总数的 9.78%,而东部

地区实现的主营业务利润有铝09.52亿 元 ,占 到全国总数的73.06%。

3.财务及管理费用比率高

该比率是企业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合计与产品销售收人的比率 ,是从成本费用结构上分析影响企业盈利

能力的重要因素。该指标越低 ,反 映企业的期间费用支出越少 ,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表 3显示 ,⒛02年 全

国中小企业财务及管理费用比率为 9.71%;东 部地区为 9.6%,除 北京和海南省市以外 ,其余 9省市的财务

及管理费用比率都低于全国,特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的该比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平

均为 10。 臼%,除内蒙古、四川以外 ,其余 10省 区中小企业的财务及管理费用比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

藏、云南、贵州、新疆等省区的该比率更远高于东部大部分省市。

4.总 资产利润率低

该比率是用来衡量企业整体资产利用效率的指标 ,该指标是由企业经营业务的盈利水平 (经 营利润率

即实现利润与营业额的比率)和 资产周转速度的快慢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企业经营利润率越高 ,企业资产

的盈利能力就越强 ,创造的利润就越多 ;企业资产周转速度越快 ,企业经营越活跃 ,实现的利润也越多 ,总 资

产利润率也越高。由于东西部之间中小企业资产周转速度、经营利润率差距较大 ,因 而东部地区中小企业总

资产利润率远高于西部地区,表 3显示 ,⒛02年 ,全 国总资产利润率为 3.8%,东 部地区为 4.szI%,天 津、上

海、河北、浙江等省市的该指标地达到 5%以上 ;而西部地区平均仅为 1.51%,东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总资产利

润率是西部地区的 3.07倍 ,西部地区无一个省市区的该指标达到 3%以 上 ,云南、贵州、宁夏的该指标都在
1%以 下 ,宁夏甚至出现了总体上的亏损负数。

5.净资产利润率低

该指标是用来衡量企业净资产的收益能力 ,该指标越高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企业越容易在金融市

场上筹集到资金 ;反之 ,如 果企业自有资金利润率低 ,甚 至低于银行利率 ,企业则很难筹集到资金。表 3显

示,zO02年 ,全 国净资产利润率为 9.94%;东部地区为 11。 “%,除辽宁、福建、海南、广东 4省的该指标略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余省市的该指标都高于全国,河北、浙江、山东、天津等省市的该指标都达到了 13%以

上 ;而西部地区仅为 4.馄 %,东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是西部地区的 2.59倍 ,西部地区无一个省

市区的该指标达到了7%以 上 ,云 南、贵州、宁夏等省区的净资产利润率都在 1%以 下 ,已 经低于银行利率 ,反

映出这些省区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非常低 ,财务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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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部地区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不仅数量少 ,而且经营状况差 ,直接影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

经济的增长(见表 4)。

(一 )实现的增加值总量小

zO02年 全国中小型工业企业实现的增加值中 ,全 国为 16262.32亿 元 ,东部地区实现 11硐 1.18亿 元 ,占

全国总数的 70.11%,仅 江苏、浙江、山东、广大 4省 ,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就占全国总数的 矽。81%;西 部 12个

省区实现的工业增加值仅 1811.75亿元 ,只 占全国总数的 11.14%,还不及浙江 1个省实现的增加值 [2]。

(二 )亏 损面大 ,实现的利润总额很低

由于西部地区中小型工业企业深度加工能力弱 ,产 业链条短 ,财务及经营状况差 ,从而使企业亏损面大 ,

企业经济效益低。⒛02年在我国中小型工业企业亏损面中 ,全 国平均为 ⒛ .5%,东部地区为 17.82%,而 西

部地区高达 33.9%,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亏损面是东部地区的 1.90倍 。实现的利润总额中 ,全 国中小企业

利润为 2353.11亿 元 ,西部 12省 市区实现 140.47亿 元 ,仅 占全国总数的 5。 叨%,而东部地区实现 1901.35

亿元 ,占 全国总数的 80.80%,东 部地区实现的利润总额是西部地区的 13.54倍 [2],可见东西部地区中小型

工业企业发展差距之大。

表 4 2002年 东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较表

地 区
中小型企业

单位数(个 )

亏损企业

(个 )

从 业人 员

(万 人)

利润总额

(亿 元 )

工业增加值

(亿 元 )

全 国 172805 35427 3615.11 2353.11 16262.32

北京 4268 1142 61.82 86.42 418.10

天 津 4990 1259 77.67 79.81 279.36

河 北 7273 1303 158.26 140.5 797.80

辽 宁 5588 L668 126.98 44.79 490.22

上海 9248 1552 130.9 160.21 649.23

江 苏 20797 3380 400.12 317.84 2171.26

浙 江 21615 2100 366.37 447.6 1830.84

福奚老 7109 1497 139.87 81.97 613.89

山东 12469 1590 325.8 259.33 1664.95

广 东 21674 4989 531.13 272.5 2433.31

海 南 565 215 10.38 52.22

东部合计 115596 20695 2327.72 1901,35 11401,18

东部 占全 国

比重%
66,89 58.42 64.39 80.8 70.11

内蒙古 1346 294 40.6 21.15 198.38

广 西 2715 1165 55.1 6.89 1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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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1939 502 51.49 19.22 168.86

四川 4549 961 109.73 46.47 437.57

贵州 1969 789 38.48 1.04 125.82

云南 1908 861 43.29 2.51 182.40

西 藏 344 76 2.77 2.02 10.49

陕 西 2272 902 56.87 17.07 200.15

甘肃 3119 602 45.17 8.89 144.77

青海 379 155 8.24 1.94 29.59

宁夏 324 7.29 -0. 19 20.25

新 疆 1217 483 26.14 13.46 118.52

合计及平均 22081 6900 485.17 140.47 1811.75

西部 占全

国比重%
13.19 19.49 13.42 5.97 11.1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⒛03年 )整理计算。

(三 )吸纳的劳动力就业人员比例低

由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数量少 ,规模小 ,所 以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很少 ,实 现的工业增加值也很低。zO02

年 ,我 国中小型工业企业解决了 3615.11万 人的就业问题 ,东 部地区占到了全国比重的 “。39%,而西部地

区只占到全国比重的 13。 辊 %[2],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 ,只能滞 留于第一产业 ,⒛02年 ,西部地区三次

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为 59。 9z:13。 ” :“ 。8,广 西、贵州、云南 、西藏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 比重高达 ω 以上 ,

云南的更是高达 70以 上而同期东部地区为 40。 轷 :28.1:31.56[6]。 劳动力过度集中于第一产业 ,直接影响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使西部地区农民增收困难 ,不仅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 ,而且也远低于全国农 民收人

的平均水平 ,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西部各省区的中小型工业企业财务分析的结果显示 ,总体而言 ,都存在偿债能力弱 ,经营能力低 ,盈利能

力差 ,存量资产刚性化的问题 ,因 而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和创造的利润很低。相对于西部各省区而言 ,内 蒙古 、

四川、重庆等省区市的经营状况稍微好些 ,但也远不能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特别是广西、云南、贵州、青海、

宁夏等省区的综合财务分析显示 ,这些省区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经营状况都很艰难 ,实现的利润相当低 ,特 别

是宁夏 自治区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利润甚至出现整体上的负数 ,经 营状况特别堪忧。面对加人世界贸易组织

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必须进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
“
二次创业

”
,强化财务管理 ,提高

工业结构层次 ,使工业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大的提高 ,才能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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