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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之定義 一、中小企業及小規模企業 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2 條第 2 項所頒訂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規定之定義，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標準之事業： 

1.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人者。 

2. 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氣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前 1 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50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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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所稱「營業額」，係以認定時前 1 年度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其未經核定者，以下列規定認定之： 

1. 以事業加蓋稅捐稽徵機關收件戳之最近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列之營業收入之數額為準。 

2. 事業未取得前款之證明文件者，以最近全年度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之銷售額扣除受託代銷及非營業收入後之數額為準。 

3. 依法由稅捐稽徵機關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業人，前 1 年度之營業額推定為新臺幣 8,000萬元以下。 

(事業於前 1年度始登記設立未滿 1 年或當年度設立登記者，依各期已申報之數額換算為全年度之數額。) 前述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以臺閩地區勞工保險機構受理事業最近 12個月平均月投保人數為準。 另依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3 條規定所稱小規模企業，係指中小企業中，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5人之事業。 二、視同為中小企業 此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視同中小企業： 

1. 中小企業經輔導擴充後，其規模超過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所定標準者，自擴充之日起，2 年內視同中小企業。 

2. 中小企業經輔導合併後，其規模超過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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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所定標準者，自合併之日起，3 年內視同中小企業。 

3. 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辦理中小企業行業集中輔導，其中部分企業超過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所定標準者，輔導機關、輔導體系或相關機構認為有併同輔導之必要時，在集中輔導期間內，視同中小企業。 依上列認定標準，許多製造業上市或上櫃公司其資本額雖然逾 8,000 萬元，甚至高達數億元者，只要員工未超過 200 人，仍屬中小企業。惟依目前產業發展，製造業設備多已自動化，員工人數不多，反而服務業之員工人數易逾 50 人，且營業額易逾 1億元上限；故就產業發展特性言，有其檢討之空間。 

中小企業發展所面臨之問題 我國中小企業涵蓋 97%以上的企業總數及 77%以上的就業人口，具有旺盛的創業家精神、靈活的經營彈性、綿密的產業網絡以及高度的學習熱忱等特質，即使過去面臨幣值升值、工資及土地成本上漲、金融風暴等困境，仍以強勁的韌性與活力不斷成長，一直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力量與成長動力。 我國與日本同屬海島型經濟，惟其間中小企業發展截然不同，日本中小企業多居後勤角色，提供大商社或企業往外拓展市場所需之支援；而我國之中小企業為拓展海外市場之尖兵，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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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則提供必要之後勤支援。中小企業的蓬勃茁壯，除由於政府之重視與輔導政策外，更彰顯其不辭辛勞。單槍匹馬在海外拓展市場的能耐，與高度的企業家創業創新精神。 中小企業面臨之一般問題有： 

1. 信用能力不足且不易提供適當的擔保品； 

2. 規模小，對景氣變動的抵抗力薄弱； 

3. 經營完全依賴企業者個人的能力，缺乏安定性； 

4. 缺乏完整的會計帳，對於營業狀況的良窳不易判斷； 

5. 融通資金困難的原因之一，是中小企業對金融機構缺乏瞭解，不知如何與金融機構往來。 

6. 與後進國家同等級產品在成本上無法競爭； 

7.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研發創新能量及人才培訓不足； 

8. 資訊科技發展快速及經營模式改變，導入 IT不足； 

9. 經營所需資訊取得困難、行銷通路拓展不易； 

10.部分產業外移，導致原有產業分工體系發生變化，上中下游間發生中斷現象。 茲將中小企業經營上導致財務問題之常見現象，分陳如下： 一、無財務管理及資金規劃觀念 中小企業一般由業主掌業務，太太主管財務，而家計開支與公司收支混為一談，且依商業會計法第 5 條規定會計帳務得委外處理，會計帳內容業主亦不清楚，除未建立完整之財務會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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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外，業主欠缺財務資金規劃能力，無法對短中期資金缺口預為籌措規劃，且將企業財務資金視為高度機密，一旦向外求援時已錯過急救之黃金時間。 二、會計報表之編製以少繳稅為原則 中小企業一般將稅少繳一點作為會計報表編製之最高指導原則，此結果導致銀行認為中小企業財務報表透明度不高，造成資訊不對稱，而對中小企業之融資裹足不前。自 94 年 12 月 28 日立法院通過「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即最低稅負制) 後，中小企業更熱烈討論為何大型科技事業享受租稅減免特別多；其實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租稅減免規定不限定大型科技事業才能享受，只要有研發費用或人才培訓支出，保有完整原始憑證者均可適用，故中小企業應權衡利弊得失勿因小失大。 三、始終存在週轉金缺口 相較於大企業，中小企業屬於弱勢，購料要現金交易，原料加工生產銷售後，取得的是遠期票據而非現金。因此，中小企業營運一直存在營業週轉金需求缺口，尤其當原物料價格上漲時壓力更大。 四、資金調度常以短支長 中小企業基於成本或時效考量，常常在資金調度時以短支長，一旦金融機構緊縮銀根，到期之短期貸款被銀行收回時，即容易造成週轉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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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缺乏融資的知識及技巧 一般中小企業業主不熟稔融資的知識，例如擔任保證人無保證期限、如何才能符合融資條件、增貸時增加提供擔保品、如何善用融資信用保證及對銀行緊縮銀根之警覺性與對策等，導致被銀行抽銀根週轉不靈等問題。另因不諳與銀行往來，往來銀行家數不是過多就是過少，且欠缺與銀行往來技巧，常常委由坊間財務顧問代勞，如遇上不具職業道德之財務顧問，往往斷送了中小企業往後之融資機會。 六、投入產品研發過多 依產業附加價值提升途徑分析，一般認為研發創新及行銷通路之附加價值高，而中小企業往往對自己之技術能力過度自信，經常以借貸或變賣家產取得資金之方式進行研發，幸者研發成功產品開發出來，但無後續資金進行技術商品化；不幸者連產品都無法開發而傾家蕩產。中小企業有限之資金應發揮最大之效益，是否一眛追求技術原創，值得深思；若能採購已研發完成之技術，配合企業自有獨特之創新經營模式，使技術商品化腳步加快，應屬上策。 七、過度自信及缺乏危機意識 中小企業業主創業從無到有，憑經驗逐漸建立信心到信心滿滿，做出超越自己能力之事，聽不進同僚之建議，往往步入不可知之危險，因此創業最好由一組異質性高之夥伴組成。另中小企



 

 7

業基於成本考量，沒有避險措施，如資產未投保產險，萬一發生意外災害，則一生努力毀於一旦﹔又無金融風險之觀念，從事國際貿易之匯兌損失亦常發生﹔對客戶徵信不足，有不少是靠支票或信用應收帳款方式往來之交易，一旦倒帳容易引起連鎖效應。 八、過度不當轉投資 中小企業除基於稅務考量開設多家企業外，大都大肆轉投資，期能產生企業經營綜效，建立屬於自己之王國，惟終多以失敗收場，案例頻頻。中小企業應以本業為重努力經營，本業根基站穩後，若要進一步多角化，亦應選擇關聯性高且熟悉之產業逐步投資。 九、缺乏經營管理能力及資訊 中小企業經營資源原本即不足，加上經營新知日新月異，企業主忙於例行業務，無法吸收新知，以致遭遇問題時沒有能力解決。政府部門有不少協助中小企業經營之資源，包括經營管理、市場行銷、技術輔導及資金融通等對營運影響很大者，但中小企業業主多數仍不知。此一現象除可歸責於中小企業主忙碌外，資源提供之各政府部門應加強廣宣。 十、缺乏長期願景 中小企業成長至一定規模，並得到一些肯定 (如獲得中小企業磐石獎及小巨人獎等) 後，往往有些飄浮的感覺，加上此時融資或增資更為容易。若缺乏長程發展目標，則容易迷失方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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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之使用易無效益；若因此發生財務困難導致經營困難，誠屬可惜。 十一、過度熱心參與公益活動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是企業經營者必備之管理技能，惟中小企業業主常為擴大人際網絡，除必要吸收新知活動外，積極參與公益團體，並擔任重要領導幹部或負責人；惟若參與過度則易荒廢本業，因此拖垮本業之案例亦時有發生。 總之，中小企業業主應有正確的經營觀念，加上熟稔本業技術與經營，一步一腳印，方可在業績及獲利上穩健成長。大部分中小企業目前的經營方式，仍僅憑藉業主個人直覺判斷而進行投資；相對於大企業充分運用最新資訊與專業人才的評估方式，中小企業常因判斷錯誤而導致獲利機會喪失，甚至因擴充過速，資金週轉不靈而面臨破產。再者，中小企業一般缺乏專職財務人才，在財務調度能力方面，遠不如大企業靈活有效率；且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較不健全，使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用限制較大企業明顯，這些因素導致中小企業財務結構不健全或資金缺乏，往往是其發展上的障礙。故如何協助中小企業善用優勢克服缺陷，並充分瞭解目前企業的處境，選擇適合自己的資金籌措策略，以提升企業經營績效，乃本書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