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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2005 年世界银行企业投资环境调查的大样本数据， 运用分位数回

归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转轨期企业成长问题， 重点考察了渐进式经济转轨特征对企业成

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政府税收、市场竞争、融资约束等转轨特征是制约企

业成长的重要因素，FDI、出口、R&D、员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进

一步细分不同企业规模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税收、地方保护和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成长

的制约作用显著高于对大企业的影响，而 R&D 和职业培训则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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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企业成长是企业随着时空的推移，根据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管理进行动态调

整和优化，与其外部经营环境相互适应，不断优化企业持续的经营绩效的过程（彭罗斯，2007）。 从学

理上看，企业成长的思想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分工到杨格的规模报酬递增，
再到约翰·穆勒关于资本需求对企业规模经济的作用等，都包含了丰富的企业成长思想。 马歇尔将

规模经济、市场结构与组织等要素分析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企业成长的分析。 但在其后占主流

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侧重从技术、生产层面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取代了企业成长研究，直到

1959 年伊迪丝·彭罗斯（Edith T.Penrose）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一书，才重新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

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关于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彭罗斯（2007）着重从企业内在角度揭示其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

用机理，其中重点分析了管理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而对企业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较

少。 事实上，在现实经济中，企业成长不仅受其内在因素的作用，同时还受到外部环境条件及一系列

相关因素的影响。 对于转轨经济而言，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更为复杂，特别是各种体制性因素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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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长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关于经济转轨期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较多的研

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法制不完善、腐败、高税负、融资困难，以及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等体制性特征

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分析的。 所有制结构是影响转轨期企业成长的关键性因素，因而转轨早期关

于 这 方 面 的 相 关 研 究 较 多 （Konings et al.，1996； Konings，1997； Bilsen，Konings，1998；Faggio，
Konings，1999）；到了转轨的中后期，市场环境、融资约束等对企业成长的制约效应越来越显著，相应

的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Saeed，2009；Hashi，Toci，2010）。 纵观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

入经济转轨国家的多种体制性特征，并对吉布莱特法则加以检验①。 从所分析的转轨经济国家看，主

要是东欧、中欧的转轨经济国家。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我国经济转轨期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还

较少。 李涛等（2005）利用 4 省区 367 家非国有企业数据检验了转轨经济过程中企业成长的影响因

素，研究表明各种管制措施，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对非国有企业的成长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良好的法

制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的成长作用较显著。 Hallward-Driemeier et al.（2006）利用中国 5 城市 1500 家

企业数据检验了所有制、投资环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外商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成

长，而管理约束负担和腐败明显阻碍了企业成长②，融资和基础设施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 无论

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企业都是构成产业“有机体”的“细胞”或微观载体，企业成长是产业升级

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产业升级与发展的艰巨任务，如何通过

加快企业成长实现产业升级与发展，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 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了世界银行 2005 年企业投资环境调查的大样本数据，该数据的使用已获得世界银行

的授权和批准。 世界银行及其合作者通过与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面对面采访，搜集了中国 70 个大

中城市多个产业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 12400 家企业的数据，内容涉及融资、劳动、管理、合同执

行、腐败、法制、创新和技术、企业生产率，以及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状况等。
为了使分析更加准确，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一是剔除了一些有缺失项的样本数据；二

是尽管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对于离群值样本不敏感，但为了尽量防止由于调查，以及数据录入错

误而引起的企业高增长率或者高收缩率，将从业人员的企业成长率大于 5 或者小于-5 的样本予以

剔除；三是将企业税负占主营业务收入大于 0.5 的予以剔除，一般认为企业税负占主营业务收入不

会大于 0.1，但考虑到烟草、酒类等特殊行业税收比较高③，所以，放宽了这一标准。
2． 研究模型

本文重点考察了转轨特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大量关于特定因素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都建立在检验吉布莱特法则是否成立的模型基础之上，这也包括研究转轨经济中企业成长的问题。
鉴此，本文也基于此模型，重点考察国有经济、政府税收、地方保护、市场竞争、融资约束、外资经济

比重和出口等转轨经济特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同时引入企业家受教育程度、员工受教育程度、员

工培训、R&D、区域差异等影响企业成长的控制变量。

① 吉布莱特法则（Gibrat’s Law）也被称为比例效应法则（The Law of Proportional Effect），1931 年由法国学者

吉布莱特提出，是用来刻画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之间关系的。 其主要内容是：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
同一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在相同时期内，其规模变动的概率相等，即企业的成长率独立于其规模变量。

② 管理约束负担是指经理应对政府规定企业经营所需要基本条件花费的时间。 腐败对以销售额表示的企业

成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对以从业人员表示的企业成长负向关系不显著。

③ 甲类香烟消费税从价税率为 56%，乙类香烟为 36%，雪茄烟为 36%。 甲乙类香烟划分标准为 70 元，在卷烟

批发环节额外加征了 5%从价税。 白酒类消费税为 20%，黄酒为 240 元 ／ 吨，啤酒 220 元 ／ 吨，其他酒为 10%，
酒精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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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growth=β0+β1state+β2 tax+β3protection3+β4competition4+β5 finance5+β6 foreign6

+β7export7+∑βn contronln+ε
其中 control 变量包括 lnscale，lnage，enedu，emedu，emtrain，R&D，location。
3． 变量定义

（1）企业成长率。 已有研究文献主要使用了销售额、从业人员、资产（净资产）等指标来测度企业

成长， 在这些关于企业成长的文献中，30.1%的文献使用了销售额测度企业成长，29.8%的文献使用

了从业人员测度企业成长（Delmar，1997）。 可见，销售额和从业人员是最常用的测度企业成长的指

标。 尽管如此，用销售额表示企业成长率也存在一些缺陷，该指标与通货膨胀和汇率相关（Delmar
et al.，2003）。 另外，企业一般不愿披露销售额的财务数据（Hoxha，2008），尤其在转轨经济国家还存

在经营者低报企业收入等问题（Aidis，2005）。因此，以从业人员数量表示的企业成长率可信度更高，
并且其与就业政策相关性比较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从业人员指标测度企业的成长率。 但用从

业人员测度企业成长率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其受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机器替代劳动力的影响比较大

（Delmar et al.，2003）。 详见表 1。
（2）国有经济比重。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组和私有化将引导资源由国有企业流向

私有企业，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其目标是创造并形成竞争性市场环境。 尤其是在渐进式经济转轨过

程中，在传统体制收缩的同时市场主体及其关系相应形成和扩张时，国有企业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

的形成和发挥。 从企业角度看，转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资源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再配置和企业

重组提高企业效率。 大多数转轨经济国家，资源再配置和企业重组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伴随着市

场开放，新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私营经济已成为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早期文献

已证实， 新私营企业的成长性要高于国有企业和已私有化的企业 （Konings，1997）。 Faggio and
Konings（1999， 2003）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经济对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等转轨国家企业

的成长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 尽管中国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通过上市实现

了产权多元化，使得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仍存在国有

企业凭借其特殊地位尤其是行政性垄断，获得资源的无偿或低价使用、贷款等诸多方面的优惠，使

大多数企业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刘小玄、李利英（2005）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产

权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作用，而非国有资本对企业总资产、销售收入、净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政府税收。 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

于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税收征收方式和税率等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有关研究显示，一些转轨经济

国家的税负比许多欧洲国家还要高（Hashi，Mladek，2000），并且这些国家的税目繁多、征税程序较

为复杂，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例如在罗马尼亚，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税收管理负担

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制约因素（Brown et al.，2005）。可以说，在转轨经济国家，不合理的税负及其相关

制度已成为这些国家企业成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再者，转轨经济国家的不合理税负与政府有关部门

的腐败结合在一起进一步阻碍了这些国家企业的成长。 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偏重，2006—2009 年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和主营税金合计为 13.57%，与同期平均总资产贡献率 13.60%基

本相等（张伦俊，李淑萍，2012），并且有研究显示，中国的有效税负和腐败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Cai et al.，2005）。
（4）地方保护。 地方保护作为转轨期非正式的政府管制行为之一，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影响。

正如 Bai et al.（2003）所指出的，转轨经济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会造成市场分割、阻碍自由贸易、
限制生产分工，进而损害了作为市场进入者的非国有企业的成长。 在转轨经济国家存在着政府不重

视打假和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商品采购和项目招标过程中会有意倾向本地企业、发生商业争议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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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可能会有意偏袒本地企业等隐蔽性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它们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本地市

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巩固或提高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弱其提高经营效率的动力，这可能使企

业丧失在外地市场竞争的能力和优势。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条件下，地方政府不仅拥有较大资源配置

权力，而且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由此使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保护本地企业，使它们享受

外地企业所不能享受的待遇。
（5）市场竞争。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竞争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利用，不断推

出新产品，提高企业效率。 但在转轨经济环境下，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企业过度竞争，导致了企业

竞争费用的上升，削减了竞争可能带来的利润，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投资不足，企

业长期处于低利润或负利润状态。 另外，市场竞争法规体系的不健全，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性、行政性

垄断干预等，还将导致大量不公平竞争行为，如对大型国有企业补贴和管理政策支持、赋予外国投

资者特殊的优先权和拥有非常强的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不正当利益等（Brown et al.，2005）。根据国

外学者的研究，这一现象在中欧经济转轨国家表现得也较突出，如在阿尔巴尼亚，非注册企业通过

逃税方式比注册企业拥有更为明显的优势（Muent et al.，2001）；在科索沃，不公平竞争对新企业和

快速成长企业的成长存在显著的制约作用（Hoxha，2008）。 中国转轨经济中企业间也大量存在着多

种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①，恶化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阻碍了企业顺利成长。
（6）融资约束。融资是决定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

因变量 符号 定义

企业成长率 growth （2004 年从业人员总数-2003 年从业人员总数）/2003 年从业人员总数

解释变量 符号 定义

国有经济 state 国有资本/全部资本

市场竞争 competition 其他企业竞争行为影响企业经营和成长的程度

融资约束 finance 融资约束阻碍企业经营和成长的程度

政府税收 tax 2004 年税收总额/2004 年主营业务收入

地方保护 protection 地方保护阻碍企业经营和成长的程度

外商投资 foreign 国外资本/全部资本

出口 export 2004 年出口额/2004 年销售收入

控制变量 符号 定义

规模 lnscale 2003 年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对数

年龄 lnage 从企业建立开始计算到 2004 年企业年龄的对数

企业家受教育程度 enedu 按照接受教育程度分别赋值为 1，2，3，4，5，6，7
员工受教育程度 emedu 接受过大学教育员工总数/企业员工总数

职业培训 emtrain 如果过去两年员工接受过企业培训则为 1，否则为 0
研发活动 R&D 2003 年企业研发活动支出/2003 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位置 location 如果企业位于副省级城市则为 1，否则为 0
注：企业家受教育程度分为 7 档，分别为没有接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分别赋值为 1，2，3，4，5，
6，7；税收除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税等一般税收，还包括各部门征收的管理费用；融资约束、地方保护和市场竞争是被

调查者的主观意见，按照对企业经营和成长的影响严重程度分为五档，分别为没有、低等、中等、高等和非常高，分别赋值为

0，1，2，3，4。

变量符号及定义表 1

①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共指定了 11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及虚假的商业标识行为、公用企业限制竞争的行

为、行政垄断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不正当低价销售行为、搭售行为、不

正当有奖销售行为、商业诋毁行为和串通招投标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又出现了一些包括附赠式有奖

销售、反向假冒和商标与企业名称混同等不正当竞争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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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和商业银行的高风险规避是转轨经济的重要特征（Pinto，2005）。 融资制度不完善和资本市场的不

成熟增加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提高了交易成本，制约了金融市场对企业成长的作用。 在斯洛文尼亚，
企业将融资成本和贷款偿还保险方式视为影响企业成长最严重的障碍（Bartlett，Bukvic，2001）。 在

阿尔巴尼亚，缺乏资金是企业成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企业往往通过家庭或朋友提供资金来弥补

银行贷款的短缺（Muent et al.，2001）。 Saeed（2009）通过检验东欧和中亚 26 个转轨国家融资资源和

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表明，股票市场、本地银行、外资银行和国有银行、商业信誉和租赁等融资资源

都有利于促进转轨国家企业成长，但国有银行和非正式金融制度制约了小企业的成长。 中国在转轨

期金融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在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涌现出许多非国有金融机构，对

企业间接融资起到重要作用。 但总体上看，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缓慢，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是目前中

国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 企业间接融资依然存在较大困难。 据 2010 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2011）调查结果显示，73.5%的企业选择了长期借贷，55.3%的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只有少数企业

能够通过参与股票市场、引入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而银行贷款只能满足日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并不能满足对外扩张的需要，企业融资约束依然存在。
（7） 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存在溢出效应、 需求效应和竞争效应（Fotopoulos，Louri，

2004）。从微观角度看，三种效应显著促进了东道国企业的成长。跨国公司通过引进新技术导致东道

国企业效率提高，即溢出效应。 同时，跨国公司还可利用已有营销网络为获得外国市场铺平道路，间

接增加了东道国企业的需求，即需求效应。 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国内企业不断提高企业效率，
强化竞争能力，即产生竞争效应。 在发达国家，Fotopoulos and Louri（2004）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对希

腊企业持续成长有正向作用，但对不同产业和不同分位点企业成长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而在转轨经

济国家，根据 Faggio and Konings（2003）的研究，外资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企业成长存在显著

正向效应，而且，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规模增加得更快。
（8）出口。出口有利于扩大市场范围，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出口过程是企业“干

中学”的过程，增加了东道国企业可接触到国外先进技术的机率，有利于企业模仿和技术创新。 出口

也有利于东道国企业国际化，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理念，激活东道国企

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Batra et al.（2003）、Beck et al.（2005）利用大量跨国数据证

明了出口对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转轨经济国家，贸易导向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将随

着经济转轨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为负，如 Faggio and Konings（1999）研究发现，贸易导向对罗

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企业成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波兰企业成长的作用并不显著，对爱沙尼亚

和斯洛文尼亚的企业成长存在负向效应。
（9）控制变量。 企业 R&D 行为：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R&D 和创新成为企业成长的有力引擎，

企业间多年持续的 R&D 差异可能会引起其绩效间的巨大差异；企业家教育：通过教育和个人经验

培养的人力资本有助于企业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结合（Hoxha，2008），进而有助于提高其战略能

力，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员工教育、职业培训：高素质的员工更有利于企业学习、开发和应用

新技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企业位置：区位之所以能影响企业成长，主要

是由于和区位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消费者和供应商、劳动力市场特征、基础设施、集聚效应和市场

竞争等对企业成长都具有一定影响。 其他还有：规模、年龄等。
4．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该方法由 Koenker and Bassett（1978）提出，主要用来刻画解释变量对条

件分布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Buchinsky（1998）概括了分位数回归方法的优势：使用残差绝对值的加

权平均最小化的目标函数，这使被估计系数向量对于离群值更加稳健；允许所研究的回归参数依因

变量的不同分布点变动，更为细致地解释了不同分位上回归关系的差异；如果随机误差项是非正态

分布，分位数回归比最小二乘法回归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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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xi

假设条件分布 y|x 的总体 θ 分位数 yθ（x）是 x 的线性函数，即：
yθ（xi）= ′xi βθ

求第 θ 分位数回归方程系数β赞 θ 的估计量的方法是求目标函数最小，即：

min
βθ

∑
n
yθ≥xi ′βθ

θ yθ （xi ）- ′xi βθ +∑
n
yθ＜xi ′βθ

（1-θ） yθ （xi ）- ′xi βθ

鉴于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企业成长率分布的特点，许多学者将该方法应用于企业成长的研究。
张维迎等（2005）认为，企业成长率存在正、 负两种状态，而不同因素对企业在这两种状态时的影响

有可能不同， 需要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各种因素对企业成长率整个条件分布的影响。 Lotti et
al.（2003）最早将分位数回归方法应用到研究企业成长问题，而后 Fotopoulos and Louri（2004）用分

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 FDI 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Coad and Rao（2008）利用同样方法研究了创新与企

业成长的关系，其研究的企业成长率的数据（Compustat Firms）遵循了厚尾分布，尤其在研究创新与

企业成长关系时，高成长性企业作为离群值不能剔除，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对处于高分位点企业（快

速成长企业）成长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 Goedhuys and Sleuwaegen（2010）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研

究了非洲企业高成长性问题。

三、 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 计量分析的基本结果及其分析

表 2 列出了模型回归的主要结果，表中最左边一列给出 OLS 回归结果，右边给出了分位数回归

结果。 本文分析以分位数回归结果为主，OLS 回归结果作为参考和比较。
中国经济转轨以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为主要特色， 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一直是

一典型特征。分位数回归更具体地刻画了该特征对企业成长的阻碍作用。国有经济比重系数从 0.25
到 0.90 分位点都显著为负， 且随着分位点上升这种效应也在逐步增加，0.90 分位点国有经济比重

系数（-0.0925）比 0.25 分位点（-0.0228）增加了 3 倍多，这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企业扩张时的制约

作用比对企业收缩时要大。 国有企业凭借其特殊地位，特别是行政性垄断，获得比其他所有制类型

的企业更多的优势，使得其他企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政府税收是转轨国家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 税收对企业成长率条件分布的两端影响大于

对中间影响（0.90 分位点影响不显著）。 在转轨过程中，高税负是阻碍企业高成长和加速高速收缩企

业衰退甚至退出市场的重要因素。 同时，还应关注隐藏在高税负背后的高纳税成本，以及征税的规

范性和公平性等问题可能比税负本身对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更大。 另外，已有学者证实转轨国家税

收和腐败高度相关，而腐败对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显而易见。 由此，也凸显出税负对企业成长的不

利影响。
地方保护系数除了在 0.25 分位点显著为负外，在其他分位点上均不显著。 李涛等（2005）也发

现地方保护主义对企业成长影响不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转轨期中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

和地方保护主义，但总体上看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呈上升趋势（Naughton，1999；桂琦寒等，2006），
特别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随着各类产品的关税逐年降低，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外国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也相应在下降，企业竞争力在增强，由此降低了地方保护对企业成长的负面效应。
市场竞争对企业成长率的影响在各个分位数回归方程中均显著为负， 且其对企业成长率条件

分布的两端影响大于对其中间部分的影响。 这表明， 竞争对高成长企业或高速收缩的企业影响更

大。 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仍不完善，以及相应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

了不公平竞争，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从而恶化了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中国特定的背

景下可能存在着过度进入，从而导致了市场过度竞争，价格大幅降低，利润大量减少，迫使企业收缩

经营，甚至退出市场。

′xi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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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OLS Q0.10 Q0.25 Q0.50 Q0.75 Q0.90
state -0.0487*** 0.0005 -0.0228*** -0.0261*** -0.0598*** -0.0925***

（0.0103） （0.0127） （0.0033） （0.0037） （0.0088） （0.0175）
tax -0.2270*** -0.1790** -0.0660*** -0.1220*** -0.1570*** -0.1530

（0.0612） （0.0783） （0.0195） （0.0222） （0.0550） （0.1150）
protection -0.0009 0.0039 -0.0020* -0.0018 -0.0051 -0.0062

（0.0037） （0.0046） （0.0012） （0.0014） （0.0033） （0.0064）
competition -0.0078*** -0.0124*** -0.0043*** -0.0036*** -0.0053** -0.0132**

（0.0029） （0.0035） （0.0009） （0.0011） （0.0026） （0.0052）
finance -0.0015 -0.0065** -0.0030*** -0.0016* -0.0027 0.0003

（0.0025） （0.0031） （0.0008） （0.0009） （0.0022） （0.0045）
foreign 0.0365*** 0.0325** 0.0165*** 0.0300*** 0.0453*** 0.0646***

（0.0110） （0.0137） （0.0035） （0.0040） （0.0097） （0.0197）
export 0.0609*** -0.0014 0.0138*** 0.0422*** 0.0731*** 0.1450***

（0.0109） （0.0137） （0.0035） （0.0040） （0.0095） （0.0194）
lnscale -0.0300*** -0.0098*** -0.0063*** -0.0076*** -0.0176*** -0.0371***

（0.0023） （0.0028） （0.0007） （0.0008） （0.0021） （0.0045）
lnage -0.0392*** -0.0130*** -0.0111*** -0.0159*** -0.0418*** -0.0865***

（0.0037） （0.0045） （0.0012） （0.0013） （0.0031） （0.0065）
enedu 0.0089*** 0.0023 -0.0013 0.0024* 0.0024 0.0110*

（0.0035） （0.0041） （0.0011） （0.0013） （0.0031） （0.0065）
emedu 0.0261 0.0280 0.0254*** 0.0371*** 0.0544*** 0.0403

（0.0184） （0.0223） （0.0058） （0.0067） （0.0165） （0.0342）
emtrain 0.0509*** 0.0454*** 0.0149*** 0.0227*** 0.0525*** 0.0624***

（0.0093） （0.0112） （0.0030） （0.0034） （0.0083） （0.0170）
R&D 0.2290** 0.1620 0.0808*** 0.1710*** 0.3160*** 0.2010

（0.0969） （0.1210） （0.0312） （0.0351） （0.0840） （0.1560）
location 0.0105 -0.0128 -0.0077*** -0.0019 -0.0032 0.0072

（0.0091） （0.0109） （0.0029） （0.0033） （0.0081） （0.0165）
C 0.2550*** -0.0671*** 0.0344*** 0.0710*** 0.2760*** 0.6220***

（0.0195） （0.0227） （0.0062） （0.0071） （0.0176） （0.0366）
样本 12265 12265 12265 12265 12265 12265
Pseudo R2 0.0524 0.0127 0.0219 0.0294 0.0535 0.0669

注： ①*** 表示显著水平在 1%水平上， ** 表示显著水平在 5%水平上，*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②分位数回归的 R2 为

Pseudo R2。

经济转轨期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 OLS 和 QR 回归结果表 2

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从 0.10 到 0.50 分位点均显著，但随着分位数上升这种效应逐

渐降低，从 0.10 分位点的-0.0065 下降到了 0.50 分位的-0.0016，融资约束加速了高速收缩企业进

一步收缩的幅度，最后甚至迫使企业退出市场。 从 0.50 分位点以上，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制约作用

不显著，这说明融资约束并不是制约高成长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高成长企业可通过内部融资解决

资金短缺，而处于经营困难的企业，留存盈利较少，很难满足企业发展资金需要，可能更多地需要依

靠外部融资，由此，外部融资约束对处于高速收缩期的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更显著。
外商投资对企业成长率的影响在各个分位点上都显著为正。外商投资主体是跨国公司，它比东

道国企业具有更高的 R&D 投入、高素质的员工、先进技术产品和更高产品差异化水平等优势。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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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看，跨国公司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其先进的技术，本地供应商为了满足跨国公司技术标准，因而

受益于跨国公司扩散的先进技术，如此的技术扩散改善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效率，有效促进了企业成长。
除了 0.10 分位点外，出口对企业成长影响均显著为正，随着分位点上升，这种效应也在不断提

高，这也证实了中国企业持续增长与不断增加的出口规模是分不开的。
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存在负相关性， 企业规模对企业成长率条件分布的两端负向影响大于对

其中间分布的影响。
企业成长和企业年龄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而且企业年龄对企业成长率条件分布的高

分位点的影响大于其对低分位点的影响，换言之，对于成长越快的企业，年龄的负向作用越强。 通过

以上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显然不遵循吉布莱特法则。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系数在 0.50 和 0.90 分位点上显著， 且在 0.90 分位点的系数显著高于 0.50

分位点的系数。 总体上看，企业家教育对企业成长正向效应并不是很明显，但它对高成长企业成长

促进作用比较显著。
员工受教育程度在 0.25、0.50 和 0.75 分位点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且随着分位数上升这

种效应逐渐增强，回归系数从 0.25 分位的 0.0254 上升到了 0.75 分位的 0.0544。 这说明受过良好教

育的员工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更明显。
职业培训变量的系数在 0.10-0.90 的分位数回归中都很显著，且在条件分布两端其对企业成长

的影响更为显著。 也就是说，当企业因各种原因出现规模收缩时，职业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减少企业收缩幅度的作用。 职业培训不但能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 而且能增强人力资本的专用

性，有效降低高素质员工离职的数量。
R&D 是推动企业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R&D 系数在 0.25、0.5 和 0.75 分位点都显著为正。 随着

分位点上升，这种效应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这一结果也证明，R&D 和创新是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

的基础。
企业位置系数仅在 0.25 分位点显著为负。 尽管中国大城市消费市场更加广阔，基础设施更加

完善，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土地成本进一步上升，交通拥堵严重，随着大量企业进入，对于资源

和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大城市集聚已由规模经济向规模不经济过渡，对企业成长的正向效应逐渐

转变为负向效应。
2．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及其比较

中小企业成长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它对转轨过程中产生的许多经济和社会

问题具有较强的化解能力，特别是对就业问题的缓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另外，在创新、发育

市场机制等方面，中小企业的作用也十分显著。 据此，这里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问题进行分组考

察，结果见表 3、表 4（仅列出了存在差异的结果）。
由表 3、表 4 可以看出，政府税收显著制约了中小企业成长，尤其是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而对

大企业的成长影响不显著。 中小企业政府税收系数在 0.90 分位点为-0.2890，明显小于 0.25 分位点

的-0.0683（0.10 分位点不显著），而大企业政府税收系数仅在 0.10 分位点显著。 中小企业处于企业

发展初期，面临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开拓市场等诸多问题，税负过重加剧了这些企业的经营困难，
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是转轨经济国家普遍面

临的重要问题。
中小企业地方保护系数在 0.25、0.75 分位点显著为负，而大企业地方保护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

都不显著。 这说明，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承受地方保护对其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大企业与政

府关系更为密切，善于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更多地获得政策信息、市场准入、政

治影响力、减少环境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各种利益，中小企业往往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的制约作用比大企业要大。 中小企业竞争系数在 0.10、0.25、0.50、0.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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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都显著为负，而大企业竞争系数仅在 0.75、0.90 分位点显著为负。 中小企业间发生不正当竞争

行为更加频繁，其应对不正当竞争的能力也比大企业要弱，而且，其对市场过度进入反应更加敏感，
过度竞争容易造成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退出市场。

融资约束对大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明显高于对中小企业的制约。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系数仅在

变量 OLS Q0.10 Q0.25 Q0.50 Q0.75 Q0.90
tax -0.2570*** -0.1320 -0.0683*** -0.1330*** -0.1770*** -0.2890**

（0.0697） （0.0887） （0.0210） （0.0264） （0.0546） （0.137）
protection -0.0023 0.0008 -0.0028** -0.0022 -0.0067** -0.0028

（0.0042） （0.0052） （0.0013） （0.0016） （0.0033） （0.0080）
competition -0.0076** -0.0107*** -0.0045*** -0.0038*** -0.0031 -0.0112*

（0.0032） （0.0039） （0.0010） （0.0012） （0.0025） （0.0063）
finance -0.0001 -0.0049 -0.0018** -0.0012 -0.0018 -0.0001

（0.0028） （0.0034） （0.0008） （0.0011） （0.0022） （0.0054）
emedu 0.0170 0.0297 0.0268*** 0.0384*** 0.0559*** 0.0267

（0.0204） （0.0247） （0.0061） （0.0078） （0.0163） （0.0424）
emtrain 0.0534*** 0.0485*** 0.0145*** 0.0232*** 0.0536*** 0.0657***

（0.0099） （0.0119） （0.0030） （0.0038） （0.0079） （0.0200）
R&D 0.2660** 0.1240 0.0803** 0.2070*** 0.3980*** 0.4690**

（0.1090） （0.1260） （0.0337） （0.0416） （0.0839） （0.1980）
样本 10690 10690 10690 10690 10690 10690
Pseudo R2 0.0483 0.0147 0.0202 0.0268 0.0491 0.0578

经济转轨期中小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 OLS 和 QR 回归结果（从业人员小于 1500 人）表 3

注：①*** 表示显著水平在 1%水平上，** 表示显著水平在 5%水平上，*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②分位数回归的 R2 为 Pseudo R2。

变量 OLS Q0.10 Q0.25 Q0.50 Q0.75 Q0.90
tax -0.0692 -0.2790** -0.0504 -0.0498 -0.0659 0.0427

（0.0962） （0.1310） （0.0692） （0.0491） （0.0884） （0.1820）
protect 0.0030 0.0118 -0.0040 -0.0002 0.0041 -0.0066

（0.0061） （0.0087） （0.0040） （0.0031） （0.0059） （0.0125）
competition -0.0075 -0.0117 -0.0009 -0.00194 -0.0111** -0.0203*

（0.0057） （0.0081） （0.0037） （0.0029） （0.0054） （0.0111）
finance -0.0106** -0.0163** -0.0093*** -0.0038 -0.0100** -0.0087

（0.0049） （0.0074） （0.0033） （0.0025） （0.0045） （0.0098）
（0.0057） （0.0084） （0.0040） （0.0029） （0.0051） （0.0105）

emedu 0.0883** -0.0341 0.0378 0.0523*** 0.0159 0.0892
（0.0351） （0.0528） （0.0237） （0.0181） （0.0339） （0.0671）

emtrain 0.0501 0.1240*** 0.0824*** 0.0188 0.0092 0.0102
（0.0315） （0.0445） （0.0208） （0.0161） （0.0297） （0.0632）

R&D -0.0878 0.1420 0.0086 -0.0599 -0.0018 0.0003
（0.1580） （0.2220） （0.1060） （0.0768） （0.1140） （0.2380）

样本 1575 1575 1575 1575 1575 1575
Pseudo R2 0.0980 0.0299 0.0323 0.0533 0.1113 0.1540

经济转轨期大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 OLS 和 QR 回归结果（从业人员大于等于 1500 人）表 4

注： ①*** 表示显著水平在 1%水平上，** 表示显著水平在 5%水平上，* 表示在 10%水平 上 显 著； ②分 位 数 回 归 的 R2 为

Pseudo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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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分位点显著为负，而大企业融资约束系数在 0.10、0.25 和 0.75 分 位 点 都 显 著 为 负（其 分 别

为-0.0163、-0.0093 和-0.0100），可见，融资约束对处于高速收缩期的大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更明

显。 中小企业融资规模较小，融资渠道有限，这使得其选择了其他非正式的融资渠道，缓解了企业的

融资压力（李涛等，2005）。 另外，中小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使得它们对预算软约束的预期较低，进而

提高了中小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率，降低了融资约束的制约作用。 再有，中小企业经营更加

灵活，在资金紧缺情况下，可以用扩张劳动力方式替代大型设备资本，减少大规模的资金支出，从而

可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的压力。 相对而言，大企业需要更多大型设备实现规模化生产，不易实施用大

规模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性较差。 因而，大企业经营者

在评价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制约作用时可能比小企业表现得更强烈。
员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对中小企业成长都很重要，但二者相比，职业培训系数在所有分位

点上都显著。这表明中小企业更应该重视员工职业培训，提高员工的具体操作能力。对大企业而言，
员工受教育系数仅在 0.50 分位点显著，而职业培训系数在 0.10、0.25 分位点显著，分别为 0.1240、
0.0824，这表明职业培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处于高速收缩期大企业的收缩幅度。

中小企业 R&D 密度系数在 0.25—0.90 分位点都显著为正， 而大企业 R&D 密度系数在所有分

位点都不显著，并且在 0.50、0.75 分位点为负。 R&D 是中小企业增强生存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一

种重要战略行为。 我们发现 2007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总收入在亿元以下的众多中小企业总收入只

占园区整体的 13.0%，但其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研发经费支出占园区整体比重分别达到了 37.4%和

32.2%，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园区内技术创新非常活跃的企业群体。 从理论上分析， 大企业在承担

R&D 上处于优势，因为大企业有更雄厚的研发资金、更多样化的产品、营销渠道，以及更容易获得

外部融资，这些都为创新创造了良好条件。 相反，中小企业在承担 R&D 上往往处于劣势。 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R&D 导致了中小企业更高的成长。 创新作为一种基本的企业行为，从生产角度看主要

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 产品创新，是指改善或创造产品，进一步满足顾客需求或开辟新的市场。
工艺创新，又称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是指产品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它包括新工艺、新设

备及新的管理和组织方法。 根据企业实力，中小企业更加注重产品创新，大企业更加关注工艺创新。
不同创新形式对从业人员企业成长率的影响结果可能不一样。 产品创新一般对从业人员企业成长

率 有 正 向 影 响 ， 例 如 欧 洲 四 国 、 西 班 牙 、 智 利 （Harrison et al.，2005；Calvo，2006；Benavente，
Lauterbach，2008）。 然而，工艺创新具有节约劳动力的特性（Goedhuys，Sleuwaegen，2010），因而其对

从业人员企业成长影响是负的（Harrison et al.，2005）、正的（Calvo，2006）或者没有影响（Benavente，
Lauterbach，2008）。

因为我们仅考虑了从业人员标准①， 所以， 将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人员划分标准提高到 1500
人。 考虑到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将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人员划分标准修改为 1000 人，对模型进行了

重新估计，其基本结果没有发生变化。

四、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05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重点研究

了中国转轨时期企业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转轨期影响中国企业成长

的因素主要分为三大类，即体制性因素、技术性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 在体制性因素方面，国有经济

比重过大、企业税负过重、市场竞争不充分与竞争无序化，以及企业融资约束过大等是制约企业成

① 2011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其中要求工业企业大中小微的划分满足

如下条件：从业人员（X，人）营业收入（Y，万元），大型：X≥1000，Y≥40000；中型：300≤X＜1000，2000≤Y＜
40000；小型：20≤X＜300，300≤Y＜2000；微型 X＜20，Y＜300。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

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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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地方保护主义这一经济转轨期重要的体

制性现象对企业成长的显著制约作用，这很可能与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程度不断上升，从而一定程度

上抑制了地方保护主义对企业成长的负向效应有关。 在技术性因素方面，员工受教育水平、职业培

训、R&D 等因素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中国转轨期企业的成长。 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对企业成长的影

响不是很明显，表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家素质、水平及其对企业成长的作用都有待于进一

步加强。 在对外开放方面，FDI 和出口有力地促进了转轨期中国企业的成长。 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

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扩大，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品出口的不

断增加，国内企业越来越深地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在与国外企业的合作、竞争中获得快速发展。 可

见，对外开放中的技术溢出与学习效应构成中国企业成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
中国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吉布莱特法则在中国经济转

轨过程中也不成立。 另外，转轨期不同因素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别，
主要表现为： 政府税收、 地方保护和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显著高于对大企业的影

响，而 R&D 密度和职业培训则显著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并且这种作用显著高于对大企业成长

的作用。 这也说明，如何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机制环境，为其技术创新和人员教育培训建立

更加良好的平台，是转轨期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面临的重要课题。
根据以上关于转轨期中国企业成长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分析， 为促进中国企业快速

成长，应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第一，进一步培育和完善促进企业快速成长的体制机制和市场环境。 一是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

比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造具有较强内生成长机制的企业主体。 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公司制改

造，规范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其运营体系，增强企业竞争活力，并加强对国有企业价格、服

务标准、成本控制和行业限制等有效监管。 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离、政资

分离和政监分离。 二是完善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抑制乃至消除地方保护

主义行为，加快培育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清理并消除规范行业、地方限

制公平竞争的歧视性政策，抑制各种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 三是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除了精

简政府机构、降低庞大的行政支出之外，还应调整企业税制结构，改变现存的对私营企业和垄断性

国有企业采取同样纳税标准且对垄断行业缺少更有效的税收调控的现象， 将纳税重点放在垄断性

行业和国有企业，而对私营企业采取结构性减税措施。 坚决取消对企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 完善税

收征管制度，提高纳税效率，减少企业纳税成本。 四是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 进一步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变仅仅依靠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模式，通过大中型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以

及民间金融市场等多元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 形成适合企业成长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信贷服务体

系。 重点要进一步放宽中小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吸引民营资本，加快设立多种形式的地方性中小金

融机构。 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成长

的促进作用。
第二，进一步强化对外开放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 为此，要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的来源结构，引

进更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提高 FDI 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 积极引导 FDI 和本地企业合作，鼓励

FDI 企业延长产业链，提高关键性零部件和原材料本地化程度，使本地企业更深地融入到跨国公司

全球供应链和营销体系的关键环节。 不断完善电子商务国际平台，提供海外市场信息，为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提供法律支持，积极实施贸易救济，应对反倾销，提高企业出口能力和规模。
第三，进一步强化企业研发能力、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加强公共研发平台建设，提高企

业研发投入，加强企业研发人才队伍建设。 促进产学研结合，大力推动协同性创新和开放性创新，在

着力提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 提高企业人力资

本投资水平，重点发展与中小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为中小企业职业培训和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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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资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进一步增加中小企业专项基金和发展基金，重点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管理和实施。 进一步提升企业家素质和水平，充分发挥其在引领和带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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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hinese
Enterprise Growth in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DU Chuan-zhong1， GUO Shu-lo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large sample date of the Word Bank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using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o study enterprise growth in period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 -owned economy， government tax， market competi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so on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restricted enterprise growth， FDI， export， R&D， employe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 enterprise growth.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further separating different enterprise sizes show that the restric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tax， local protec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on the SMEs growth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large enterprises， while R&D intensit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significantly promote SME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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