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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北京市工商部门暂停为登记地址为民用住宅的企业办

照。据了解，工商部门为此类登记不予办照的理由是“住所

使用用途为‘住宅’，不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条件”。但明

眼人一看便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经营活动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没有谁比企业自己更清楚。很

多中小企业，比如技术开发、文化产业等等，可能就那么几

个人，几张办公桌、几台电脑、几部电话就足够了。甚至有

很多公司即是住家、住家即是公司的情况。当年，惠普、苹

果等跨国巨头们都是在车库开始创业的，而联想集团则是创

业于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 有关部门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的是为了配合房地产“国六条”打压房价。事实上，众

所周知，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垄断，当前的房价已到

了“买房不如租房”的地步，通过进一步萧条租赁市场能否

达到打压房价的目的，本人持怀疑态度。但由此导致的公民

创业空间进一步被窒息，却值得国人高度警惕。 民宅商用在

某种程度上为低成本运作、特别是初创型的企业提供了空间

，提高了经济活力。据报道，今年前3个月，在朝阳区注册的

公司有60%以上的办公地点设在居民楼。一叶知秋，全国的

情况又如何呢？将公司开在民宅是中小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

手段，这种低成本对他们来说生死攸关。一旦这条路被堵死

，等待他们的命运有二：一是被迫花更高的租金去租用写字

楼、商用房，过高的成本可能会导致这些中小企业大量关闭



；另一种是黑户化生存，自然会严重影响中小企业的展业和

发展壮大。 当前，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之所以会这

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创业环境恶劣，中小企业

不够发达。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数量只

有325万个，每千人仅有2.5个企业。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每千人口拥有企业的数量为4555个。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

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中小企业有逐年衰减之势。1999

年2004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年

减少128万户。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公布，2005年内资企业为350

万家，比上年减少了30.1万家。 中小企业不发达甚至逐年衰

减，关键在于创业的成本过高，不仅仅体现为一些部门的乱

收费、乱罚款等高额的行政管理成本，体现为大量行业垄断

下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即使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有关

部门还步步紧逼，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一开始就被高

额的准入门槛扼杀在摇篮状态，不批准在民宅里开公司只是

最新的一例，更为普遍、更为大量的例子是各地城市管理部

门对城市街头流动摊贩的“赶尽杀绝”。近几年来，各地城

管几乎成了街头暴力的代名词，采用种种暴力手段驱赶街头

摊贩成为他们执法的基本手段，乃至于屡屡闹出城管暴打摊

贩或者摊贩杀死城管之类光天化日之下的血案。合肥市公开

提出创建“无摊城市”，市区只设78个西瓜销售点，平均8平

方公里、2万人口才拥有一个临时瓜果摊点；北京不允许露天

摊点夜里12时以后经营；郑州市搞株连法，对进城的农用瓜

车，执法部门每查处一辆，就罚农民所在县政府10元，同时

销售点所在区、瓜车来源地的乡镇政府及进城经由的区政府

也要接受处罚。等等。 必须看到，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促



进就业不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国家市场繁荣、经

济发达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其经济越发达，在企业中就

业的劳动力就越多，发达国家中90%左右的劳动力在企业中

就业。反之，每千人口企业数量越少，就业就越困难，失业

人口就越多，两极分化就越严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