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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各种年鉴数据和部分经济普查原始数据，结合我国 2003 年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和 2002 年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核算出中小企业法人数量和就业总量，并以分行业中小

企业数量和就业量，计算中小企业发展对企业就业总量的贡献率，得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和

就业的数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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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和工作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依据这些数据，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

贷款或者担保等资金支持，政府制定规范中小企业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扶持其发展的倾斜政策，科研工

作者开展中小企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国目前公布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数据，大多没有涉及中小企业

的全国范围以及行业的细分数据，有的话大多数是工业中小企业数据，或者私营 ( 民营) 中小企业

数据，或者笼统地论述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量的 99% 以上等
［1］。因此，对我国的中小企业

数量和就业量的总量数据和行业分量数据进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对了解我国的中小企业

发展和就业状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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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就业

中小企业定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国家和地区会在不同的时期适时调整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
我国企业规模的界定自 1949 年以来经历了六次大的调整，最近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是 2003 年发布的

《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此次划分标准选择企业职工人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个指标，对我国

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业、零售业、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 7 个行业的企业规模进行了划

分，但并未覆盖国民经济的全部行业，尤其是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作为补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制定的 《部分非工企业大中小型划分补充标准 (草案)》着重对第一、第三产业的企业规

模划分做了全面的界定。本文就是根据这两个文件，严格遵循“从业人员数”的标准对我国 1996
年、2001 年和 2004 年的各行业内中小企业数量和就业量进行计算。

1. 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计算 1996 年和 2001 年中小企业数量时，本文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

汇编》［2］
和 《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3］，在计算 2004 年中小企业数量时，使用的数据为 《中

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4］。
举例来说，要计算 1996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内中小企业的数量，首先查询 《部分非工企业大中小

型划分补充标准 (草案)》中关于农林牧渔业内中小企业的人员划分标准，低于 3000 人的企业为中

小企业，结合 《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中农林牧渔业按照从业人员分组的营业企业数量分

布 (见表 1)，可以得到 1996 年农林牧渔中小企业的数量为 618154 家，即:

22933 + 18009 + 10796 + 4296 + 3849 + 841 + 681 + 410 = 618154 (家)

上述计算过程看似简单，其实中间计算过程较为繁杂，这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 GB /T
4754 － 2002 与 GB /T 4754 － 94 的变化以及不同行业内中小企业标准的差异而引起的转换计算

［5］。按

照这种计算方法同样可以计算其他行业中小企业数量。同理可以根据 《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

编》和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计算出 2001 年和 2004 年中小企业法人数量。

表 1 1996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营业中小企业就业人数的计算

从业人员组距 1 ～ 7 8 ～ 19 20 ～ 49 50 ～ 99 100 ～ 299 300 ～ 499 500 ～ 999 1000 ～ 2999 合计

企业数量 (家) 22933 18009 10796 4296 3849 841 681 410 61815
组距内企业平均人数 (人) 4. 2 12. 658 32. 468 69. 453 163. 87 379. 28 697. 51 1718. 7 —
从业人员总数 (人) 96319 227958 350525 298370 630736 318974 475004 704667 3102553

根据笔者的计算，1996 ～ 2004 年，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呈递增趋势，1996 年我国企业法人单位总

数为 262. 8 万家，其中中小企业总量为 259. 1 万家; 到 2001 年，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到近 300 万家，

所占企业总量的比重增加到 99. 2% ; 2004 年企业总量和中小企业总量分别增加到 324. 9 万家和 322. 6
万家，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比重也增加到 99. 3%。上述数据的变化表明了我国中小企

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蓬勃发展态势。
2. 中小企业就业状况

假设某年第 i 行业第 j“从业人数组距”的中小企业数量为 Qij，第 i 行业第 j“从业人数组距”中

小企业平均从业人员为 pij，则本年度全部中小企业就业人数为:

E = Σ N

i = 1Σ
M

j = 1
Qijpij (1)

上式中 i = 1，2，…，N，表示行业类别，j = 1，2，…，M，表示从业人员组距分类。举例来说，

要计算 1996 年农林牧渔业营业中小企业就业总人数，首先计算该行业按照从业人员组距分组的中小

企业数量和每组距企业平均人数 (见表 1)。根据公式 (1)，将表 1 中第二行的从业人员组距分组的

“企业数量”和相对应的第三行“组距内企业平均人数”相乘，得到每一组距内企业就业人员数 (第

四行)，将所有组距企业就业人员加总，即可得到 1996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中营业中小企业就业总量为

3102553 人。同理可计算其他行业中小企业就业总量，结合公式 (1) 也可以计算我国 2001 和 2004
年中小企业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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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的计算，1996 ～ 2004 年间我国中小企业就业量存在较大波动，1996 年中小企业就业人

数为 13500. 37 万人，到 2001 年下降到 12412. 47 万人，到 2004 年又增加到 13306. 37 万人，这表明了

我国中小企业就业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1996 年我国 GDP 增长速度为 10%，2001 年下降到

8. 3%，到 2004 年增速为 10. 1%。但在此期间，中小企业就业量在整个企业部门总就业量中的比例

却呈上升趋势，1996 年比例为 74%，2001 年上升到 75. 2%，到 2004 年又增加到 79. 7%。这说明中

小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就业增加的主渠道，这一就业特征至少在企业部门已经非常明显。

二、中小企业的就业贡献率

表 2 显示的是 1996 ～ 2004 年我国法人单位的就业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企业部门的就业量在

所有法人单位就业总量中的比例较为稳定，占到近 80%，而中小企业就业量在整个法人单位就业总

量的比例约为 60%，而这一比例有逐渐增加的趋势，1996 年为 58. 8%，2004 年增加到 62. 6%。但是

这仅是静态地分析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情况，若动态地考察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情况，则需要计

算就业贡献率。

表 2 1996 ～ 2004 年我国各类法人单位就业人员数量

年份
全部法人单位

就业 (万人)
企业法人单位

就业 (万人)
企业所

占比例 (% )
中小企业

就业 (万人)
中小企业就

业占比例 (% )

其他类型法人单位就业 (万人)

事业 机关 社团 其他

1996 22966. 3 18234. 1 79. 4 13500. 4 58. 8 2652. 3 1273. 2 70. 9 735. 7
2001 21128. 9 16502. 2 78. 1 12412. 5 58. 7 2650. 4 1164. 8 121. 5 690. 0
2004 21261. 7 16693. 0 78. 5 13306. 4 62. 6 2721. 6 1027. 4 102. 2 717. 5

首先计算中小企业就业对整个企业部门就业增加的贡献率。整个企业部门的就业总量是不同规模

组别企业就业量的总和，企业就业总量的增加量为各规模组别企业就业的增加量之和。若将整个企业

部门按照规模不同分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则中小企业就业的贡献率指中小企业的就业增加量在企业

部门前期就业量的比重与企业就业增加率的比值。用 TLt 表示 t 时期内整个企业部门的就业总量，

LSMt 是 t 时期内的中小企业就业量，LLt 表示大型企业就业量，则有:

TLt = LSMt + LLt (2)

ΔTLt = ΔLSMt + ΔLLt (3)

即:TLt － TLt－1 = LSMt － LSMt－1 + LLt － LLt－1 (4)

两边同时除以 TLt － 1，可以得到:

(TLt － TLt－1) /TLt－1 = (LSMt － LSMt－1) /TLt－1 + (LLt － LLt－1) /TLt－1 (5)

设 Rt = (TLt － TLt － 1) /TLt － 1为企业部门就业的增长率，RSMt = (LSMt － LSMt － 1) /TLt － 1和 RLt =
(LLt － LLt － 1) /TLt － 1分别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对就业量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将上式同时除以 Rt:

1 = RSMt /Rt + RLt /Rt (6)

其中 RSMt /Rt 和 RLt /Rt 分别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
1. 中小企业对企业部门整体就业的贡献率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可以计算不同时期我国中小企业就业对整个企业部门就业的贡献率，如表 3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1996 ～ 2001 年间，整个企业部门的就业减少 1731. 9 万人，其中中小企业

减少就业 1087. 9 万人，大型企业减少 643. 9 万人，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对企业部门就业的贡献率分

别为 62. 8%和 37. 2%，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贡献率为就业减少贡献率，也就是说当企业部门的就业

减少时，中小企业的减少幅度要大于大型企业。在 2001 ～ 2004 年间，整个企业部门就业增加 190. 8
万人，其中中小企业增加就业 893. 9 万人，大型企业就业减少 703. 1 万人，从而可以计算在此期间中

小企业对整个企业部门的就业贡献率为 468. 5%，而大型企业的贡献率为 － 368. 5%。也就是说当企

业部门的就业增加时，中小企业的增加幅度要大于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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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6 ～ 2004 年我国中小企业对总体就业贡献率的计算

时期
就业增加 (万人)

企业法人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

企业部门就业

增长率

对企业部门就业的贡献率

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

1996 ～ 2001 年 － 1731. 9 － 1087. 9 － 643. 9 － 0. 095 0. 628 0. 372
2001 ～ 2004 年 190. 8 893. 9 － 703. 1 0. 012 4. 685 － 3. 685

图 1 1996 ～ 2004 年我国 GDP 增速趋势

将上述结论与 1996 ～ 2004 年间的经济运

行轨迹相结合，可以得出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

献率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图 1 显示的

是 1996 ～ 2004 年间我国 GDP 增速趋势图，在

1996 ～ 2004 年间，GDP 平均增速为 9. 0%，以

此平均增速为标准线，可以看出我国 GDP 走势

大体经历了一个经济周期，其中 1996 ～ 2001
年间我国的经济形势总体呈下行趋势，在此期

间企业部门的就业量锐减，中小企业对企业部门就业减少的贡献率大于大型企业。而后从 2001 ～
2004 年经济复苏，企业部门就业量增加，中小企业对就业增加的贡献率也较大型企业大。这也合乎

现实情况，中小企业本身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型企业更为直接。
2. 中小企业产业就业贡献率

按照就业贡献率的计算方法还可以计算出分三次产业对中小企业就业的贡献率 (见表 4)。从表

4 中可以看出，1996 ～ 2001 年，我国中小企业就业减少了 1087. 92 万人，就业增长率为 － 8. 1%，其

中第一产业减少 3. 7 万人，第二产业减少 1220. 7 万人，而第三产业增加 136. 4 万人，分三次产业计

算就业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0. 3%、112. 2%和 － 12. 5%。同样可以计算 2001 ～ 2004 年间中小企业就

业增加 893. 9 万人，其中第一、三产业分别减少 272 万人和 150. 4 万人，第二产业增加 1316. 3 万人，

三次产业的就业增加贡献率分别为 － 30. 4%、147. 3% 和 － 16. 8%。通过分析上述结果可以得到如下

结论。
(1) 在 1996 ～ 2001 年经济走势下行期间，中小企业的整体就业量减少，其中第一、二产业内中

小企业的就业量减少，尤其是第二产业内中小企业受经济萧条的影响最为明显，但是第三产业内中小

企业的就业量却增加，对就业压力起到缓解作用。
(2) 在 2001 ～ 2004 年经济上行的复苏阶段，中小企业整体就业量增加，主要是第二产业内中小

企业的就业量增加迅速，而第一、三产业内中小企业就业量减少，中小企业的就业量逐渐向第二产业

转移。

表 4 1996 ～ 2004 年我国中小企业分三次产业的就业贡献率

时期
中小企业就业增加量 (万人)

总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小企业就业

增长率

三次产业就业贡献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6 ～ 2001 年 － 1087. 92 － 3. 7 － 1220. 7 136. 4 － 0. 081 0. 003 1. 122 － 0. 125
2001 ～ 2004 年 893. 9 － 272. 0 1316. 3 － 150. 4 0. 072 － 0. 304 1. 473 － 0. 168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计算 1996 年、2001 年和 2004 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中小企业数量和就业量，发现中小企

业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2004 年中小企业法人数量已经达到了 322. 6 万家，占企业总数的 99. 3% ;

而且中小企业的就业量在企业部门就业中的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到 2004 年已经增加到了近 80%，

这说明中小企业对就业的重要性; 将这些数据的变化与同时期经济运行相结合，可以看出与大型企业

比较，中小企业就业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突出表现在中小企业对整个企业部门就业贡献

率随经济形势变化的幅度大。所以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促就业的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

关。但是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就业在经济的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变化特征: 在经济走势下

行期间，第一、二产业中小企业的就业量减少，尤其是第二产业内中小企业受经济萧条的影响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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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但是第三产业内中小企业的就业量却增加，对就业压力起到缓解作用; 而当经济处于上行的复苏

阶段，第二产业内中小企业的就业量增加迅速，而第一、三产业内中小企业就业量减少，中小企业的

就业量逐渐向第二产业转移。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主要表现在: 融资难、担保难问题依然突

出，部分扶持政策尚未落实到位，企业负担重，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亏损

加大等。2009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09〕36 号) 提到了 8 项共 29 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制定和落实贯

彻这些意见的具体办法时，一定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尤其是经济运行情况。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

国经济造成的最困难阶段已经过去，总体上我国经济已经处在新一轮复苏和增长期，在这种情况下，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适当地向第一、三产业倾斜，有益于充分体现中小企业的就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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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该替代作用将在未来进行研究。老人的某些个体和家庭特征也对生活自理能力构成显著影响，在

此不赘述。

五、结论

本文是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对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研究。研究发

现: ①老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或日常照料显著加速了其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速度，这样有悖于

常理的结果体现了代际支持对健康的选择效应以及用进废退理论; ②老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或日

常照料显著减缓了其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速度; ③良好的代际关系显著减缓了其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

速度。总之，本文揭示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是以老人的需求为中心，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利他行为

有助于老人的生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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