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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三峡库区 ２３０ 家微型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创业者视角探讨微型企业的创业困境及政策需

求，研究表明：由于微型企业创业者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缺乏，加上金融机构贷款

比例较低、创业资金缺乏和竞争激烈，微型企业创业者对创业扶持政策的需求较强烈。 目前，有关政策主要

从创业审批、创业培训、融资渠道、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对微型企业创业给予扶持，基本符合微型企

业创业者的政策需求；但是，从微型企业创业者的评价来看，政策实施效果较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效果

更差。 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微型企业创业的政策体系，并加强对政策实施的监管；加强规划和引导，完善促进

微型企业创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对微型企业创业、创新文化与政策的宣传，鼓励创业者积累各类社会

资本。
关键词：微型企业；创业扶持；创业政策；社会资本；创业资本；创业培训；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４）０３⁃ ００４７⁃０７

一、引言

微型企业创业是增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及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微型企业创业

活动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 国内学术

界有关微型企业创业活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以农

村微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微型企业创业的

资源结构（王淅勤 等，２０１０）、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

资本的特点（黄洁，２０１２）、微型企业创业机会的识

别（黄洁 等，２０１１；郭红东 等，２０１２；高静 等，２０１３）、

微型企业创业成长及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黄洁

等，２０１０；吴勇 等，２０１０；史达 等，２０１３；赵浩兴 等，
２０１３）、微型企业的发展环境（冉艳辉，２０１３）等问题

展开。 如：黄洁（２０１２）发现，农村微型企业社会资

本的特点是：强连带少，弱连带多；与消费者建立信

任的程度高，与供应商建立信任的程度不一。 黄洁

等（２０１１）指出，农民创业者初始社会资本中的强连

带数量越多，越有可能导致“机会认出”；弱连带数

量越多，越有可能导致“机会创造”；自我雇佣经验

对初始社会资本的预测能力有干扰作用。 吴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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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认为，城乡居民收入比及工业化程度对农村

微型企业创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化程度及政

府对农村财政支出的比重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赵浩兴等（２０１３）研究揭示，农村

微型企业创业者人力资本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影

响，并可通过创业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创业绩效产

生间接影响。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很少从微型企业创

业者的角度来研究微型企业创业政策的需求与供

给情况，而针对特定区域的实证研究成果更是几近

空白。 为准确地把握目前我国微型企业创业政策

的需求与供给情况，促进微型企业创业实践，本文

基于创业者的视角，根据对三峡库区微型企业的实

地调研资料，通过分析微型企业创业者的群体特征

探究其对相关政策的现实需求，以明确微型企业创

业扶持政策的合理方向；同时，本文根据微型企业

创业者对现有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结果，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建议。

二、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的群体特

征与面临的困境

２０１３ 年 ７—８ 月本课题组以三峡库区重庆段 ９
个区县的微型企业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

３００ 份，回收问卷 ２４０ 份，在剔除企业雇员超过 ２０
人及数据严重缺失的调查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

２３０ 份。 问卷的基本结构是：巴南区企业占 １１ ３％、
南岸区企业占 １０．０％、江北区企业占 ４．８％、长寿区

企业占 １４．８％、涪陵区企业占 ４．３％、丰都县企业占

５．２％、石柱县企业占 ３１．３％、忠县企业占 ８ ７％、万

州区企业占 ９．６％；从行业分布看，农林牧渔业企业

占 １５．０％、制造业企业占 １５．０％、批发零售业企业占

４３．６％、住宿餐饮业企业占 ６．４％、居民服务业企业

占 １１．８％、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业企业占 ２．７％、信
息服务业企业占 ４．１％、建筑业企业占 １．４％。

１．微型企业创业者的群体特征

（１）微型企业创业者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 调

查发现，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以返乡农民工和

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为主，分别占 ３３．２％和 ２６．２％；与
当地平均水平相比，多数创业者家庭经济情况处于

“贫困”或“中等”水平，分别占 ２３．８％和 ６８．２％；创
业者父母职业以农民和企业单位职工为主，分别占

６７．１％和 ２２．１％。 这表明目前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

业者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
（２）微型企业创业者人力资本缺乏。 调查显

示，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文化程度以初、高中

（含中专、技校） 为主，分别占 ４１． ０％ 和 ３８． ４％；
７１ ３％的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时没有创业经历；
５８ １％的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时没有同一行业工作

经历；７２．６％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之前没有参加过

与管理相关的培训；６１．３％的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

之前没有参加过与专业技术相关的培训；７４．２％的

创业者在创办该企业之前没有参加过创业培训。
由于创业者综合性职业技能缺乏，常常导致创业失

败或微型企业不可持续发展。
（３）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资本缺乏。 对微型企

业创业者社会资本的测量采用了创业者网络规模

和网络关系强度 ２ 个指标①，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三

表 １　 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网络规模

指 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有较多可以交往的家庭成员和亲戚 ２２９ ３．５４ １．０１ ５ １
有较多可以交往的朋友 ２２９ ３．６８ ０．９５ ５ １
有较多可以交往的金融机构或人员 ２２９ ２．５２ １．２３ ５ １
有较多可以交往的政府部门或官员 ２２９ ２．４１ １．２０ ５ １
有较多可以交往的供应商和顾客 ２２９ ３．３６ １．１３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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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网络规模采用“创业者有较多可以交往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金融机构或人员、政府部门或官员、供应商和顾

客”来测量，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５ 个等级，分别赋值 １ ～ ５；网络关系强度采用

“创业者同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金融机构或人员、政府部门或官员、供应商和顾客交往的次数”来测量，包
括“非常少”、“较少”、“一般”、“较多”、“非常多”５ 个等级，分别赋值 １～５。 得分越高，则其网络规模或网络关系强度越大。



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强度

都不大，尤其是创业者与金融机构或人员、政府部

门或官员的交往少且不密切。 如创业者“有较多可

以交往的金融机构或人员” “有较多可以交往的政

府部门或官员”的均值分别为 ２．５２、２．４１，创业者“同
与创业活动相关的金融机构或人员交往次数” “同
政府部门或官员交往次数”的均值分别为 ２． ３３、
２．２１。

表 ２　 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者网络关系强度

指 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同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家庭成员和亲戚交往的次数 ２２７ ３．０２ １．１７ ５ １

同与创业活动相关的朋友交往的次数 ２２７ ３．３０ １．１３ ５ １

同与创业活动相关的金融机构或人员交往的次数 ２２７ ２．３３ １．２１ ５ １

同与创业活动相关的政府部门或官员交往的次数 ２２４ ２．２１ １．２１ ５ １

同与创业活动相关的供应商和顾客交往的次数 ２２６ ３．４６ １．１８ ５ １

２．微型企业创业面临的困难

（１）创业资金缺乏、竞争太激烈是微型企业创

业遇到的主要困难。 调查发现，６４．８％和 ５８．３％微

型企业者反映创业资金缺乏和竞争太激烈是创业

遇到的主要困难。 此外，有 ２６．１％、２５．７％、２５．７％和

２０．９％微型企业者反映缺乏创业技能、缺乏管理技

能、信息获取不充分、缺乏营销技能也是其创业遇

到的主要困难。

表 ３　 微型企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主要困难 选择个数 ／ 个 比重 ／ ％

缺少创业技能 ６０ ２６．１

缺乏创业资金 １４９ ６４．８

缺乏管理技能 ５９ ２５．７

信息获取不充分 ５９ ２５．７

缺乏营销技能 ４８ ２０．９

缺乏满意的员工 ２２ ９．６

竞争太激烈 １３４ ５８．３

政府管制太多 ２３ １０．０

其他（请写明） １１ ４．８

有效问卷 ２３０ —

（２）金融机构贷款比例低。 调查显示，分别有

６４．９％和 ７１．１％样本企业选择创业资金依靠“个人

存款”和“亲戚朋友借款”；仅 ２９．４％样本企业选择

创业资金依靠“银行贷款”，２．２％样本企业选择创业

资金依靠“民间借贷”。 这表明个人存款和亲戚朋

友借款是目前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资金的主要

来源。 金融机构贷款比例低，原因有以下三点：第
一，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 尽管近年来三

峡重庆库区信贷政策向微型企业倾斜，各家银行也

制定了微型企业贷款细则及流程，但由于微型企业

的现金流不稳定、固定资产比重过小，多无抵押担

保，往往需要第三方担保才能融到资金，这就使得

微型企业很难直接参与到融资过程中。 第二，微型

企业可融资额度太少，影响其融资的积极性。 以重

庆市为例，按照现行规定，微型企业可以获得注册

资本金的 ５０％以内的贷款额度，但最高不超过 ５ 万

元，贴息时间一年，难以满足其创业资金需求，影响

创业者融资的积极性。 第三，少部分微型企业创业

者反映，通过个人存款以及亲戚朋友借款能够满足

其创业资金需求，因而不需要从金融机构贷款。

表 ４　 微型企业创业资金来源情况

创业资金来源 选择个数 ／ 个 比重 ／ ％

个人存款 １４８ ６４．９

银行贷款 ６７ ２９．４

亲戚朋友借款 １６２ ７１．１

民间借贷 ５ ２．２

继承遗产 ８ ３．５

政府项目支持 ２５ １１．０

其他（请写明） ４ １．８

有效问卷 ２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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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微型企业存在两难

困境。 调查发现，目前三峡库区部分有一定实力

的个体工商户对转型升级为微型企业的积极性不

高，原因有三点：一是申办微型企业的手续较麻

烦；二是申办微型企业的要求比个体工商户相对

高，且税费较多；三是微型企业补贴较少，并要分

几次到位，其作用十分有限。 相反，部分实力非常

弱小的个体工商户却非常渴望转型升级为微型企

业，这部分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获得微型企业创业补助资金①，但由于自身实力

非常弱小及社会关系等的限制，无法转型升级为

微型企业。

三、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扶持政策实

施效果评价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微型企业创业者人力资本

与社会资本缺乏、金融机构贷款比例低且创业资金

缺乏、竞争太激烈等原因，导致当前型企业创业者

对创业扶持政策（包括财税金融支持、配套扶持、信
息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需求较强烈。

目前，政府专门针对微型企业创业的扶持政策

相对较少。 ２０１０ 年 ６—７ 月，重庆市政府出台了《重
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
（渝府发〔２０１０〕６６ 号）和《重庆市微型企业创业扶

持管理办法（试行）》 （渝办发〔２０１０〕１９２ 号），这是

国内最早专门针对微型企业创业的政策性文件，首
次明确了微型企业的范畴，着重对“九类人群”创业

进行大力扶持，并确立了扶持微型企业的“１ ＋ ３”模
式，即让投资者自己投资一些，政府财政进行一定

的补贴，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并争取金

融机构的贷款支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

合制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

〔２０１１〕３００ 号），首次将微型企业从中小企业中分离

出来。 之后，政府专门针对微型企业创业的政策供

给有所增加，代表性文件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

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１４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兴业的实施意见》
（工信部联企业〔２０１２〕３４７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

通知》（财税〔２０１３〕５２ 号）。
总体上看，目前的微型企业创业政策主要从创

业审批、创业培训、融资渠道、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等方面对微型企业创业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扶持，也
是基本符合微型企业创业者的政策需求的。 但是，
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 是否能让微型企业创

业者满意？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为了解目前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政策的实

施效果，本文基于创业者角度并采用了 ９ 个指标

（参见表 ５）进行测评。 每个指标包括“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５ 个等级，并
分别赋值 １～５ 分，得分越高表明创业者对微型企业

创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越好。 统计结果显示：除
了“税收减免政策”“创业审批政策”“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的均值超过 ３ 之外（分别为 ３．１６、３．１５、３．０４），
其余各指标的均值都低于 ３。 这表明目前三峡库区

创业者对微型企业创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较低，
尤其是对融资担保、市场开拓及供应等方面政策实

施效果的评价更低。 此外，与城区创业者相比，三
峡库区乡镇（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对创业政策实

施效果的评价更低。 由表 ６ 可知，三峡库区乡镇

（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对各指标的评价得分均低

于城区微型企业创业者，其中差距最大的指标是

“政府积极为新创微型企业开拓市场、构建供应体

系及合作联盟”，城区微型企业创业者评分为

３ ０２２ １，而乡镇 （农村） 微型企业创业者评分为

２ ３９５ ６。

０５

苟靠敏，杨于桃，周立新：微型企业创业困境与扶持政策研究

① 调查发现，少部分微型企业创业者创业动机不纯，套取创业补助资金是其主要目的，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个体工商

户在成功转型升级为微型企业之后，马上将微型企业注销或改行从事其他业务；二是极少数创业者希望提取创业补助资金

来开展经营活动，在参加微型企业创业培训以及了解创业补助金的支付过程之后，发现无法轻易套取资金，从而放弃申办微

型企业。



表 ５　 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指 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微型企业创业门槛低、审批手续简单、费用低、服务好 ２２９ ３．１５ １．１６ ５．００ １．００

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地从政府获取技术支持、信息服务、
经营指导和创业技能培训

２２７ ２．８４ １．２７ ５．００ １．００

政府鼓励并实质支持新创微型企业引进新技术 ２２６ ２．８６ １．２２ ５．００ １．００

微型企业创业者能比较容易地获取税收减免优惠 ２２８ ３．１６ １．２４ ５．００ １．００

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从政府获得贷款担保 ２２６ ２．７９ １．２１ ５．００ １．００

政府积极为创业者、新创微型企业构建帮扶体系 ２２４ ２．８１ １．２１ ５．００ １．００

政府积极为新创微型企业开拓市场、构建供应体系及合作联盟 ２２７ ２．７７ １．２８ ５．００ １．００

政府重视创业园区、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７ ３．０４ １．１７ ５．００ １．００

政府重视创新、创业文化与政策的宣传 ２２７ ２．９１ １．１８ ５．００ １．００

表 ６　 三峡库区不同区域微型企业创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变　 量 乡镇
区府 ／ 县城

所在地
Ｔ

Ｓｉｇ
（双尾）

微型企业创业门槛低、审批手续简单、费用低、服务好 ３．０８７ ９ ３．１９７ １ －０．７１９ ０．４７３

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地从政府获取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经营指导

和创业技能培训∗∗
２．５９５ ５ ２．９９２ ８ －２．３２２ ０．０２１

政府鼓励并实质支持新创微型企业引进新技术∗∗∗ ２．５９５ ５ ３．０２９ ２ －２．６３５ ０．００９

微型企业创业者能比较容易地获取税收减免优惠 ３．１６４ ８ ３．１５９ ４ ０．０３２ ０．９７４

微型企业创业者比较容易从政府获得贷款担保∗∗∗ ２．５２７ ５ ２．９７０ ４ －２．７４７ ０．００７

政府积极为创业者、新创微型企业构建帮扶体系∗∗∗ ２．４８８ ９ ３．０２２ ４ －３．２９５ ０．００１

政府积极为新创微型企业开拓市场、构建供应体系及合作联盟∗∗∗ ２．３９５ ６ ３．０２２ １ －３．７１６ ０．０００

政府重视创业园区、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２．８２４ ２ ３．１９１ ２ －２．３３８ ０．０２０

政府重视创新、创业文化与政策的宣传∗∗ ２．６４８ ４ ３．０５８ ８ －２．６１５ ０．０１０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促进微型企业创业的建议

１．完善促进微型企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一是完善财税扶持政策体系，对微型企业实行

低税率政策，如税率减半，对无纳税能力的微型企

业免税等。 在三峡库区，微型企业创业财政补贴政

策应尽量走上限，对于农村（乡镇以下）的微型企业

还可以再上浮 １０％～２０％的比例给予财政补贴。 二

是完善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如制定激励银行、小额

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微型企业贷款及贷款优惠

的政策，引导和鼓励地区银行部门履行社会责任，
在融资贷款方面给予微型企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在三峡库区，可由政府出面组建专门面向微型企业

融资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快发展由政府出资、企业

参股的专门面向微型企业的信用担保机构等。 三

是完善技术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如设立“微型企业

１５

苟靠敏，杨于桃，周立新：微型企业创业困境与扶持政策研究



技术创新特别补助基金”，主要用于微型企业自主

研发、技术升级改造等方面的经费补助。 四是完善

行政性规费减免政策。 对微型企业办理证照、年
检、年审、变更登记及营业执照换照、补领等手续实

行费用减免政策。

２．加强微型企业创业政策实施的监管，
尤其应加强对农村地区的监管

应建立实施微型企业创业与发展责任制，将微

型企业创业与发展工作纳入对地区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综合目标考核中；同时，应加强对微型企业创

业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时为有关决策提供

参考。 尤其应加强对微型企业创业补贴金发放、使
用的监督和管理：一是对微型企业创业补贴金的发

放宜从资料审核转为现场督察；二是对符合条件的

业主，要简化补贴金的申领程序，尽快发放；三是对

发放创业补贴金的微型企业主，要监督创业补贴资

金的使用流向，确保创业补贴金的有效使用；四是

要尽快建立涵盖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运行全过程

的项目数据库，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拨付使

用情况的动态监控。

３．加强规划和引导，完善促进微型企业

创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一，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优势对重点发展的

产业进行规划，将产业发展规划细化到乡镇一级，
引导发展本地主导产品，并重点扶持与本地优势产

业链相关的微型企业创业。 第二，各地要组织和引

导生产商、销售商为微型企业创业提供服务。 第

三，各地应建立微型企业创业孵化园，有条件的乡

镇或街道还可设立微型企业创业基地或示范街，吸
纳微型企业入驻孵化；建立专门面向微型企业的创

业培训基地，加强对微型企业创业者的指导。 第

四，建立专门面向微型企业的营销服务平台，对微

型企业产品销售给予帮助；构建政府主导的微型企

业技术服务中心，对微型企业自主研发新产品和新

技术给予技术指导；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及时

向微型企业创业者公布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
各项行政审批、核准、备案事项和办事指南，提供法

规政策、项目、信用、融资、技术、市场、行业经验等

各类信息及咨询服务。
４．加强微型企业创业、创新文化与政策

宣传，鼓励创业者积累各类社会资本

建议在“政府公众信息网”上开辟“微型企业发

展”专栏，介绍相关政策和信息；开展“优秀微型企

业创业者”评选活动；组织微型企业成功创业人士

宣讲团巡回宣讲，大力宣传创业的典型事迹，营造

崇尚创业、勇于创业、善于创业、支持创业的氛围。
同时，应鼓励微型企业创业者积极扩大并密切与家

庭成员、亲戚、朋友等之间的交往关系（李爱国 等，
２０１３），积极扩大并密切与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之间

的交往关系，以便获取更多的创业资源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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