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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小企业数占我国企业总数的 99.8%，创造的价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58%，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我国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受惠于宏观经济的持

续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等因素，但中小企业外部环境

的改善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1］。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

府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从 1999 年开始，各

级政府大力推动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信用担保

体系建设。 2002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
以维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改善外部环境是各级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本

地经济增长普遍采用的措施。但是目前中小企业的外部环

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是否仍有影响？如果有，又是哪些因素？
如果目前仍没有营造出适合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外部环

境，或者政府将精力放在了一些对中小企业成长促进效果

不明显的环境因素上， 中小企业的成长就会受到制约，并

因此对本地区的经济、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产生负面的

影响。 对此问题目前尚没有规范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湖

南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东、中、西部 11 个代表

性城市中小企业外部环境的调查数据，研究中小企业外部

环境及其它相关因素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1 相关研究文献概述

本世纪以来 ,国内外对企业外部环境更为关注，例如

世界银行从 2000 年开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

关于投资环境的调查, 目前已完成了 30 多个国家、14 000
家企业的调查。 Dollar 等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研究

了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四国制衣行业企业的

投资环境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出增长和工资水平的

影响。 得出的结论是:投资环境对企业的上述指标有正的

影响,即投资环境好的企业的上述指标比较好。
在国内，席酉民 ［2］将企业的发展看作企业自身管理和

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总和，其中适应外部分为适应硬环境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政

治环境、市场环境、管理环境、技术环境、企业网络环境），

外部环境对我国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基于1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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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小企业外部环境评价模型的结构方程标准化系数

他最终将外部环境的研究框架分为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
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人口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 6 个

维度。 他的这一研究框架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的一些学

者在类似的框架内建立了各自的外部环境研究维度。实证

研究中，鲁明泓、潘镇等 ［3-4］利用某地区以往的国民生产总

值、劳动力成本、外资出口比例等因素，对该地区外商投资

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回归分析结果计算该地区的投资环

境指数。 这种方法通常给出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分值 ,并
显示该分值的变化趋势,但没有揭示外商投资于不同地区

的效益有何不同。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5］利用台湾地区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调研得出的环境数据与从工商部

门得到的台资企业经营效益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投资

环境是影响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 在投资环境较好的地

区,台资企业会实现更高的利润水平；同时，投资环境对台

资企业的影响随着台资企业在内地的经营时间增加和经

营经验的积累而减弱。
世界银行和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的投资

环境调查， 分别为研究投资环境提供了企业层面的数据 ,
并且设计了一系列客观的投资环境指标,如:签订合同的成

本、融资环境、失窃损失、断电损失、通信基础设施、花在与

地方官员沟通上的时间等。 然而,可能是考虑到被调查企

业对效益数据的敏感程度较高,他们的调查并没有企业效

益指标。 成长和盈利是企业的两个重要目标,企业进行投

资的时候不仅考虑盈利而且要考虑成长的潜力 ,特别针对

中小企业而言，成长是更为核心的目标。 由于成长对中小

企业的重要性,加之尚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外部环境进

行的研究，所以，本文将研究中小企业外部环境对中小企

业成长性的影响。
除白重恩等的研究认为随着经营时间增加和经营经

验的积累，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有差异之外，还有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企业规模会左右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

响。 Taylor、Steel、Berger 和 Udell 等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

变化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力更大一些，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

外界环境的影响。 Thorsten 等用 54 个国家企业层面的调

查数据，分析了融资、法律和腐败对企业成长率的实质性

影响。 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对企业成长构成的影响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大小，小企业最易受到其影

响。由于存在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规模中小企业受外部环境

影响程度不一致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也一分为二：首先

将总体研究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以及明晰哪

些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其次，将根据企业年龄、企业规模

对中小企业进行划分，分别研究随着企业年龄和规模的变

化，哪些外部环境因素对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影响。

2 数据和变量

本文将企业外部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经济环境、政

治环境、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人才环境和自然资源环

境 6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多项具体指标（见表 1）。 调查

问卷按照 5 级 Likert 打分法，对每项具体指标按满意度从

1-5 打分，分值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 经检验，本文问卷各

部分的 Cronbach 系数皆在 0.7 以上， 说明问卷具有良好

的信度，同时对问卷的效度通过因子分析进行了筛选。

表 1 中小企业外部环境主要指标

指标大类 主要具体指标

经济环境

产品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市场规范、产品满意度、
与客户关系、客户忠诚度、合作伙 伴、行业竞争、贷
款费用、贷款易难程度、担保易难程度、民间融资易
难程度、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协会、市场服务条件、
出口服务条件

政治环境

与政府关系、与政府打交道所花时间、向政府缴纳
的集资摊派、非正式支付、政府干预企业程度、官员
廉洁守法情况、行政审批手续、法律体系完善程度、
公检法公正程度、公检法效率、政策公开透明程度、
税收优惠、产业政策、行政执法机关公正程度、人民
币升值、国际贸易纠纷、国内外重大事件

技术环境
当地技术水平、企业间技术合作程度、与科研院所
技术合作程度、主要产品技术含量、技术更新速度、
技术可获性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价值观、社会舆论、社区关系

人才环境
熟练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劳务市场、人才流
动、人才教育培训

自然资源环境
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能源、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环
境保护、自然灾害

在获得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

评价体系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企业外部环境评价体系的

标准化系数如图 1 所示。
对于成长性指标的选择，有学者直接使用企业的财务

指标反映企业的成长性，如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

增长率，也有学者和研究机构构建专门的成长性评价指标

来计算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如中南大学商学院中小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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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截距
-0.45***

(-7.13)
-0.73***

(-6.65)

Env 0.011**

（4.95）

Eco 0.017**

（4.77）

Pol 0.012**

（3.98）

Cul 0.003
（1.03）

Tec 0.021
（1.24）

Lab 0.0104
（1.17）

Loc 0.005
（1.33）

ln(Age) 0.033***

（6.42）
0.033***

（6.44）

Ln(Scale) 0.018***

（5.17）
0.018***

（5.17）

ln(Age)·Env -0.003**

(-3.23)

ln(Scale)·Env -0.0016**

(-4.19)

F 值 417.23 488.75

R2 0.0351 0.0374

注： 括号内为各变量的 t 检验值，*、**、*** 分别代表在 10％、
5％、1％水平下显著（后同）。

调整后的 R2 0.0340 0.0346

样本量 1933 1933

城市 样本数 平均增长率（%）

温州 187 39．1

上海 212 33.2

苏州 149 29.5

广州 128 24.6

北京 206 27.9

深圳 126 30.6

武汉 218 24.1

重庆 123 23.2

长沙 165 21.8

成都 204 19.3

郑州 215 17.2

表2 样本企业成长性

展研究中心的突变级数法和《新财富》的成长性评价方法

等。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取性，参照沈坤荣和吕长江的

作法，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作为样本企业成长性的代

表指标。

3 计量模型和结果

本文的计量分析以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为因变量，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实证：首先，本文通过模型 1
和模型 2 检验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同

时考虑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作用， 并参照白重

恩、路江涌、陶志刚 ［5］的研究方法，在模型 2 中设置了外部

环境与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的交叉项，试图观察具有不同

特征的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是否不同； 其次，
本文根据中小企业的年龄和规模将样本企业分组进行实

证研究，以检验外部环境各个维度下的指标对不同特征的

中小企业影响的变化程度（模型 3—8）。
3.1 步骤一

3.1.1 模型 1
GROW=β0+β1Eco+β2Pol+β3Cul+β4Tec+β5Lab+β6Loc

+β7ln（Age）+β8ln（Scale）+ε

GROW 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等于 2006 年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率除以 2005 年主营业 务 收 入增 长 率，Eco 为

经济环境指数，Pol 为政治环境指数，Cul 为社会文化环境

指数，Tec 为技术环境指数，Lab 为人才环境指数，Loc 为自

然资源环境指数，ln(Age)为企业年龄取对数，企业年龄是

企业从成立到 2006 年的年数，ln (Scale) 为企业规模取对

数，企业规模是企业在 2006 年的员工总数。
模型 1 的结果见表 3，其结果表明：
（1） 经 济 环 境 指 数 和 政 治 环 境 指 数 的 系 数 分 别 为

0.017 和 0.012，并在统计上显著。 这说明在其它因素相同

的情况下， 如果经济环境指数和政治环境指数分别增加

1， 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会分别增加 1.7％和

1.2％。 在本样本中，经济环境指数和政治环境指数的最大

值分别是 4.61 和 3.94，最小值分别是 3.75 和 2.97。 也就是

说，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最好

地区的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要比经济环境和

政治环境最差地区的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高

1.5 和 1.2 个百分点。 从中小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良好的

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成长的成本，从

而提高中小企业的成长性。
（2）中小企业存活的时间越长，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越高。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中

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断熟悉业务流程和经营环境，营运

成本会逐渐降低，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从企业生

命周期的角度来看， 成长性越好的企业才能存活得越长，
成长性较差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会逐渐被淘汰出局。

（3）中小企业规模越大，成长性越高。从企业成长的角

度来看，同一行业内企业成长性的高低取决于企业规模和

市场份额的大小。 企业规模越大，越可能实现有效的经济

规模，降低单位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和成长性。白

重恩、路江涌、陶志刚 ［5］在实证中也发现，规模越大的外资

企业利润率越高。 因此本文关于中小企业规模越大，成长

性越高的结果支持了上述观点。

3.1.2 模型 2
GROW=β0+β1Env+β2ln(Age)+β3ln(Scale)+β4ln(Age)·Env

+β5ln(Scale)·Env+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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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为外部环境综合指数，ln(Age)·Env 为中小企业年

龄（对数）与外部环境综合指数的交叉项，ln(Scale)·Env 为

中小企业规模（对数）与外部环境综合指数的交叉项。
模型 2 的结果见表 3，其结果表明：
（1）中小企业外部环境综合指数的系数为 0.011，并在

统计上显著。 这说明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外部

环境综合指数增加 1，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会

增加 1.1%。 在样本中，外部环境综合指数最小值为 2.95，
最大值为 4.12。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部

环境最好地区的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比外部

环境最差地区的中小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高出 1.4
个百分点。 从中小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外部环境

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外部环境

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观点。
（2）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随着中小

企业年龄的增加而减弱。 在模型 2 中，中小企业外部环境

的系数为 0.011，而中小企业年龄（对数）与投资环境的交

叉项的系数为-0.003。 也就是说，当中小企业年龄最大为

40 年，即中小企业年龄的对数为 3.67 时，中小企业外部环

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为零（-0.003×3.67+0.011=0）。
在本文调查的样本中，中小企业年龄最大为 17 年，所以在

样本企业中，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始终是正

向关系。从理论上讲，随着中小企业经营时间的增长，它们

通过不断的学习，对外部环境越来越适应，外部环境对它

们的影响越来越弱。
（3）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随着中小

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减弱。 这说明，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容易

受 到 外 部 环 境 的 影 响 ， 这 与 Taylor，Steel，Berger、Udell，
Thorsten 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3.2 步骤二

3.2.1 模型 3—5

GROWi=
23

j=1
∑βjjenvj+ε（i=1，2，3）

GROWi为每一年龄阶段样本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划分标准为1—5年、5—10年和10年以上，envj为由本

调查的54项调查指标归类计算出的23项三级指标， 模型

3—5 的结果见表 4，其结果表明：
（1）经济环境中的市场、顾客、竞争对手、金融机构、中

介机构等因素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产生了正的影响，并在

统计上显著。 其中市场、顾客等因素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随

着企业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从理论上讲，随着中小企

业经营时间的增加，其对市场、顾客的了解程度也在增加，
这些因素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弱。 而竞争对手、金

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因素始终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有着正

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①中小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情况

和它在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而

经验的积累并不能改变这些因素；②中小企业融资难始终

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小企业获得贷款

和担保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状况；③行业协

会等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论

证了我国政府大力倡导构建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

必要性。
（2）政治环境中的政府和政策等因素对各年龄阶段的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均产生了正的影响， 并在统计上显著。
这也意味着，各地政府在运行效率、廉洁程度以及相关产

业政策制定上的差异，将会直接导致各地中小企业发展状

况的差异。
（3）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人才环境中的各项因素

对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均无显著影响。
（4）自然资源环境中的基础设施对各年龄阶段的中小

企业均产生了正的影响，并在统计上显著。 这意味着对中

小企业而言，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等“后天”条件比地理

位置、自然资源等“先天”条件更为重要。
3.2.2 模型6—8

GROWi=
23

j=1
∑βjjenvj+ε（i=1,2,3）

GROWi为不同规模样本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划分标准为在职职工100人以下、100—500人、500人以上

模型 6—8 的结果见表 4，其结果表明：

表 4 模型 3—8 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截距
-0.35***

(-5.35）
-0.47***

(-4.24)
-0.54***

(-5.13)
-0.52***

(-6.26）
-0.37***

(-4.41)
-0.56***

(-5.27)

市场
0.016***

(4.28)
0.015*

(3.27)
0.011
(1.45)

0.015***

(3.15)
0.014**

(3.24)
0.011
(1.45)

顾客
0.013***

(5.18)
0.012**

(3.65)
0.007
(1.09)

0.014***

(5.24)
0.009*

(3.58)
0.008
(1.48)

竞争对手
0.027**

(4.75)
0.014***

(4.94)
0.019**

(4.16)
0.022**

(3.54)
0.019*

(4.67)
0.017
(4.16)

金融机构
0.022**

(6.58)
0.019*

(4.12)
0.024***

(5.47)
0.023***

(6.45)
0.024**

(5.66)
0.019***

(5.31)

中介机构
0.007**

(3.14)
0.011*

(3.24)
0.008*

(2.47)
0.012**

(2.58)
0.008**

(3.16)
0.009*

(2.98)

政府
0.011**

(4.57)
0.017*

(4.77)
0.018**

(5.07)
0.014**

(5.67)
0.009**

(5.18)
0.017**

(4.79)

政策
0.016**

(5.37)
0.011***

(5.22)
0.012*

(4.17)
0.015**

(5.16)
0.014*

(4.73)
0.009
(5.93)

基础设施
0.005*

(3.34）
0.007*

(3.65)
0.004*

(3.18)
0.008*

(3.26)
0.005*

(3.27)
0.006*

(3.18)

F 值 387.25 389.14 374.29 354.28 396.74 349.76

R2 0.0247 0.0258 0.0214 0.0267 0.0219 0.0267

调整后的 R2 0.0245 0.0254 0.0198 0.0257 0.0204 0.0253

样本量 547 614 772 625 593 715

（1）市场、顾客、竞争对手、政策等因素对中小企业成

长性产生的影响随着中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从

理论上讲，规模越大的中小企业越接近经济规模，通过降

低单位成本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吸引顾客。而政府扶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主要针对初创期的小企业，
旨在帮助小企业顺利通过最初的起步阶段，随着企业规模

的不断增加，企业获得的政策优惠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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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s of exterior climate to the growth of SMEs which uses the panel data from 11 cities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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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screens out those factors and advances corresponding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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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政府、基础设施等因素对中

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会因为中小企业规模的差异而产

生变化。 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融资环境、社会化服务体

系、政府的效率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是促进该地区中小企业

成长的最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全面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

展，政府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因素来实现本地区中小企业的

快速成长。

4 结语

本文利用湖南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
具体分析了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 才 环 境、社 会 文化 环

境、技术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研

究发现： ①外部环境是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

外部环境好的地区， 特别是经济和政治环境较好的地区，
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更好；②外部环境对不同年龄和规模的

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外部环

境中的一些因素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随着中小企业经

营时间增加和规模的增大而减弱。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 3 点：①中小企业

成长的外部环境对加快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显著的作

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外部环境达到促进中小企业成

长的效果，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稳定；②并不

是所有的环境因素都显著地影响中小企业的成长，政府应

该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那些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

响更显著的环境因素中去，比如融资环境、社会化服务体

系、基础设施建设等；③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随着

中小企业的年龄增加和规模增大而减弱，政府应该更注重

改善小企业的外部环境，以实现政府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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