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机构的活动概要



制造业、其他行业 商业、服务业

员工人数 20人以下 5人以下

由中小企业基本法根据资本金和员工人数对各行业的中小企业范围进行了定义。 （1999年法律修订）

☆满足资本金基准和员工基准之一即为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中规模较小的定义为小规模企业（见中小企业基本法第二条第五项中的定义）

制造业、其他行业 批发业 零售业 服务业

资本金规模 3亿日元以下 1亿日元以下 5000万日元以下 5000万日元以下

员工人数 300人以下 100人以下 50人以下 100人以下

日本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定义

小规模企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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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企业的情况

大企业
约1.1万家 0.3％

中小企业
约3,360万人 70％

大企业
约1,433万人 30％

总务省“2014年经济统计调查——基础调查”（2014年重编）

中小企业占总数为382万家企业中的99.7％。

中小企业
约380.9万家 99.7％

员工人数（约4,793万人）企业数（382万家）

中小企业中约325.2万家为小规模企业。
小规模企业占总数为382万家企业的85.1％。

3



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体制

- 经营咨询
- 开办讲座
- 提供信息
- 专家派遣 等

工商联合会
工商总会

中小企业（380.9万家）

人才培养
训练计划

信用保证协会

融资 信用保证

都道府县 (47)
地方中小企业政策的企划立案

都道府县等中小企业
支援中心

预算

中小企业厅
中小企业政策的企划立案

相互合作

中小企业基础整备机构
(SMRJ)

中小企业
大学校

相互合作

预算

工商合作社中央金库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FC)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国际化
支援

- 经营咨询
- 开办讲座
- 提供信息
- 专家派遣 等

- 经营咨询
- 开办讲座
- 提供信息
- 派遣专家 等

预算

地方经济产业局

中小企业政策以中小企业厅为指挥塔，并由各相关组织协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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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日本唯一一处对中小企业政策的相关事项给予
综合性支援/实施的机构

(2)对国家的政策转换作出应对
(中小企业基本法修正、小规模企业振兴基本法制定

→对焦小规模企业)

(3)直接支援和间接支援是“飞鸟的双翼”

中小机构的作用

①顾客至上
（如顾客不需要，则毫无意义）

②“试着改变做事方法”、
“不断改进/改善做事方法”
支援工作的持续性改善（彻底贯彻PDCA）

③重新评估的经营资源分配
为实现新事业的大幅增长，对业务进行大胆的整理、
选择和集中

④从“被动”转为“主动”
从“等待来取”到“主动送达”

⑤创建欢快的职场氛围
创建重视员工的欢快职场
使成为能让大家都能感觉到骄傲和干劲的职场

工作态度、业务运营的重新认识

中小机构的努力目标（5年计划、第3期中期计划）（2014年4月～2019年3月）

●临时设施的完善 ●恢复重建支援顾问 ●高度化融资等

（1）东日本大地震的恢复重建支援

①以小规模企业为对象的事业品质的提升和量的扩大
●扩大小规模企业共济的加入成员
●大学校的以企业的对象的研修
●电子商务的应用 (B to C销路开拓支援、ＩＴ素养提升支援）

②提升地区支援机构的支援能力
●加强全国性支援体制(全方位支援基地)
●充实大学校的支援担当人员的研修

③加强运用IT的支援措施等的信息发布能力
（使措施信息众所周知、提升认知度）
●J-net21、SNS等的运用 ●企业综合DB的完善（电子邮件地址）

（3）以小规模企业为焦点的政策施行

①将开业率、停业率提升到美国、英国水平(１０％) (新陈代谢)
●incubation（企业孵化）设施 ●创业支援设施(东京校区) 
●创业支援基金等的设立促进(５０个基金以上)  
●大学校的针对支援者的研修 ●事业交接全国本部

②至２０２０年盈利的中小企业、小规模企业翻翻 (７０万→１４０万)

③自２０１３年起的5年内，向海外扩展的企业新增1万家
●信息提供、咨询、研修、F/S、

洽谈会、展示会(及早发掘３０００家以上的企业) 
＊与JETRO合作

（2）达成重振日本战略目标的重点努力事项

第3期中期计划的重点努力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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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机构的概要

综合实施中小企业领域的政策支援的
日本国内唯一的支援机构

●全国有9处地区本部、9处中小企业大学校

●员工总数约800人

●外部专家 约2,700人

●(例如：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代理人、经营顾问、等)

●资本金 1.1048万亿日元

中小机构的支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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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大学校
旭川校区

中小企业大学校

中小企业大学校三条校区

北陆本部

中小企业大学校关西校区

中国本部

中小企业大学校广岛校区

中小企业大学校直方校区

九州本部

中小企业大学校人吉校区

四国本部

关西本部

中部本部

中小企业大学校濑户校区
中小企业大学校东京校区

中小企业大学校
仙台校区

关东本部

总部

东北本部

北海道本部

冲绳事务所



●根据中小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实施综合性的支援。例如：从创业到企业的发展、重组。

●实施针对个别中小企业需求的实际业务的支援。

●与其他政府相关机构、中小企业支援机构、金融机构、调查研究机构等合作，实施高品质、大范围的支援。

中小机构支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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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全貌

对从地区向日本全国（海外）的扩展提供支援 与地区的支援机构联合、合作

●运用机构的全国网络提供综合性支援，

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日本全国、海外扩展

●将集中于大城市中的高级专家派遣至各地

（中小企业诊断师、工程师、专利代理人、注册会计师、律师等）

●向全国中小企业发布措施信息及成功案例的信息

●与全国的支援机构、都道府县、大学、金融机构等合作，

对中小企业的活动提供支援

●对认证经营革新等支援机构的支援

●以中小企业支援机构的节点的身份，对支援机构的活动提供支持

●提供各支援机构的支援人才的支援能力

以全国性视点对中小企业
提供支援

创业、新事业展开 成长、发展 安全网

为日本经济的活力及创造就业岗位做出贡献

・基金出资(创业支援、成长支援等)

・incubation（企业孵化）设施

・地区资源运用、农工商联合、新联合

・提供商业配对机会

通过经营改革对加强企业经营能力做出贡献

・由专家对中小企业的经营课题提供支援

・对海外扩展提供支援

・中小企业的人才培育(中小企业大学校等)

・高度化事业

维持中小企业的生活及雇佣

・支援中小企业的重组

・共济制度

・灾害对策(支援东日本大地震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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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新事业展开的促进

・全部32处设施、562家企业入住（至2015年底）

通过incubation设施支援事业化

incubation（企业孵化）事业

与熊本大学合作的企業孵化设施 与东北大学合作的企業孵化设施

・181家基金向3,426家企业投资※
・ＩＰＯ数：174家企业※ ※从制度生效日起至2015年

对创业型企业的风险资本供给的通畅化

创业支援基金、中小企业成长支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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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出資以外

(企业数)

【新兴市场IPO企业数推移(2011～2015)】

●支撑日本IPO市场
新兴市场全部IPO数的约２成为投资目标企业

促进“制造联合小组”（试制开发型、量产接单型 等）的组成

支援进入环境/能源、健康/医疗、航空宇宙等成长领域的举措

制造联合小组的组成、加入成长领域等的支援

・中小企业综合展（2015年度成绩）

<东京举办※>参展数：658家企业 参观人数：320,847人 ※举办了4届

<大阪举办>参展数：342家企业 参观人数：19,777人

为中小企业的销路开拓、业务合作等提供支援

为开拓新销路、业务合作对象提供支援

新价值创造展２０１５ 中小企业综合展 ２０１５
ｉｎ Ｋａｎｓａｉ

・国际化相关的咨询窗口
・与海外当地企业的配对

为海外扩展从研讨阶段到进军海外市场全程提供支援

支援海外扩展

洽谈会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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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基础的强化

通过对支援机构的咨询/建议、案例提供、中小企业大学校的研修
来强化全国性的支援体制

支援机构的支援能力的强化/提升支援

对各种各样经营课题的咨询/建议，专家的派遣

咨询/建议、专家的派遣

通过研修的方式培育能够解决经营课题的人才

人才培育(中小企业大学校)

【专家继续派遣事业的计划】

① 课题、需求调查

② 支援计划的制定支援

③ 多名专家和支援团队的组成

④ 根据课题派遣专家

中小企业、创业型企业等

中小机构

《专业人员》

中小企业诊断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代理人、工程师 等

给予经营战略、ＩＰＯ、财务/会计等
专业知识的支援

【中小机构的外部专家】

《有实际业务经验者》

制造厂商（机械、化学、电子等）、
零售、流通、服务 等

以各领域的专业知识、经验，对解决
经营课题提供支援

听课人数：企业经营人员等31.5万人、支援担当人员5.2万人※

※自机构运作日至2015年

针对工厂园区、商店街等的配套完善，与都道府县一起实施放贷等

高度化事业

・放贷成绩 5万亿日元※ ※从制度生效日起至2015年

【工厂园区】 【商店街配套完善】

约4,000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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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环境变化的应对的顺畅化

中小企业防止倒闭共济（经营安全共济）用于防止因客户倒闭而
造成的连锁性倒闭等事态的发生

小规模企业共济制度

通过配备临时店铺等，帮助受灾中小企业等的事业重启

东日本大地震的恢复重建支援等

对灾害等的机动性应对

・由43个基金对353家企业进行投资※
・205家企业获得重生、确保了12,631人的雇佣※
※至制度生效日起截止至2015年

・参加资格：小规模企业的个人事业主、共同经营者或公司董事
・在籍人数：128.3万人（全部小规模企业的约4成）
・资产总额：8.7669万亿日元（截止2015年底）

【制度概要】

【制度特点】

●每月缴费1,000日元～70,000日元，可以获得全额抵扣

●在停业时、退职时领取共济金

●发生紧急事态、灾害时，可作为事业资金的放贷

中小企业防止倒闭共济制度

以备小规模企业的停业等事态的“小规模企业共济制度”
（小规模企业的退职金制度）

南三陆町志津川福兴名店街

（南三陆SANSAN商店街）

宫古市临时商店街

（太郎house）

派遣地震恢复重建支援顾问，对地区经济的重生、城镇建设、中小
企业的事业重生等提供支援

・经营咨询（含上门咨询） 11,476件※ ※截止2015年

为事业重生、事业继承等提供支援

〈事业重生、继承相关的全日本本部〉
对全日本的重生支援协会、事业继承中心提供支援

〈中小企业重生基金〉

对需事业重生的中小企业的资金筹措提供支援

・临时设施入住企业数 2,477家※ ※截止201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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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GoodTech

● Rincrossing

● Twitter

●中小机构官方网站
介绍中小机构的组织概要等信息

► http://www.smrj.go.jp/english/index.html

登载拥有优异技术、产品的日本中小企业的信息。推进与海外企业之间的商业配对。

► https://jgoodtech.jp/en

对制造厂商和寻找可开创新市场的产品的买家进行牵线搭桥的平台。

► http://rincrossing.smrj.go.jp/en/

► https://twitter.com/smrj_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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