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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视角，分析了小企业及小企业集群的内在机制及外部条件，从而
得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应建立五大支撑体系才能有效
地扶植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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