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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对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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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税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前小微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及调
整相关金融财政政策以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调研考察的形式回收长沙和新宁两地小微企业的问卷，并运用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对政府财税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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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

小微企业兴则经济活，小微企业强则民众富。目前，我国

小微企业面临日趋激烈的价格竞争，利润空间的不断收

缩，严重的融资约束，不合理的借贷条件以及政策，资源

分布平衡等诸多问题。为了保障小微企业的持续稳定发

展，我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和财

税政策。

在小微企业财税政策的研究方面，邱峰研究了结构

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效应评析，提出了减税在财富

创造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１］。中央财经大

学课题组从小微企业的定义出发，通过结合国外典型国

家政府采购对小微企业的做法，为我国政府采购如何扶

持小微企业提出了建议与意见［２］。沈加佳指出，小微企

业财税促进政策要结合小微企业发展现状，以税负公平、

量能课税原则为指导，以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为契机，

将减税与财政补贴相结合，形成“放扶结合”的财税政

策［３］。黄冠豪对浙江部分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及生产经

营情况进行了调研，指出以保民生，促和谐来定位小微企

业促进原则，加大财税优惠力度，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改

善外部经营环境，有助于小微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多方共

赢［４］。在Ｔｏｂｉｔ模型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高鸣采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找出影响粮食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

提高我国粮食的生产效率提供政策建议［５］。

正确认识政府财税政策在企业中取得的成效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采用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找出影响
政府财税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并对重要因素进行显

著分析，为我国财税政策的进一步有效实施提供政策

建议。

２　数据来源、模型及指标
２．１　样本数据描述

此次研究采用了随机抽样法和典型抽样法相结合的

方式，首先选择了湖南省小企业比较密集的长沙市，由于

长沙市的小企业发展较早，基本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为了使企业样本更有代表性，还选取了湖南省新宁县的

小微企业作为调查对象，该县属省级贫困县，以传统零售

业和小规模家庭作坊为主。因此，以长沙和新宁为例研

究我国财税政策在农村小微企业中的满意程度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笔者对１００家小微企业
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其中的６５家企业走访，深入了解
企业的生产、经营、融资情况以及政府财税政策的扶持力

度，在拥有原始数据的同时，对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和企业

家提出的意见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２．２　模型介绍
Ｔｏｂｉｎ提出 Ｔｏｂｉｔ模型，对部分离散分布和部分连续

分布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假设随机干扰项服从

正态分布这一额外假设来推导出相应的似然函数，解释

变量是介于０～１之间的截尾数据，从而解决了ＯＬＳ模型
在估计回归系数时，参数估计的无偏性和一致性所出现

的问题。通常，Ｔｏｂｉｔ模型用一个基本的潜变量来表示所
观测到的影响Ｙ：

Ｙ０ ＝β０＋ｘβ＋μ，μ｜ｘ～Ｎｏｒｍａｌ（０，σ
２）

Ｙ＝ｍａｘ（０，Ｙ０）
潜变量 Ｙ０满足经典线性模型假设，它服从有线性条

件均值的正太同方差分布。当 Ｙ０≥０时，所观测到的变
量Ｙ等于Ｙ０，但当Ｙ０≤０时，Ｙ＝０。
２．３　指标选取

为有效体现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情况，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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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中的影响因素（自变量）。经多位专家指导，初步选

取了调研问卷中政府是否出台有效措施、企业对政府各

项政策的了解程度、税费是否繁重、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

的影响大小、企业融资难度以及地域变量（以新宁为参

照）６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下面的实证分析表明，上述
指标体系较好地反映了与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之间的

关系。

３　影响政府财税政策满意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３．１　基本假设及理论分析

假设一：政府是否出台有效措施对政府财税政策的

满意度具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

在政府实施财税政策的过程中，是否采取了有效的

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企业对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

和政府是否出台了有效措施具有紧密的联系。假设政府

出台有效措施对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出台的措施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存在着边际效应递

减的效果，在政策条例过于繁琐的情况下，企业生产者容

易混淆对政策的了解，或者不倾向于了解政府政策，从而

降低对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

假设二：企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政府财

税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

企业生产者充分了解政府的各项政策是保证政府政

策能否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出台了多项扶持

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设立国家中小企业

专项资金、免征小微型企业２２项行政事业型收费、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市场化、促银企合作、沟通信息，在项目推

介方面牵线搭桥、政府专项产业资金的无偿资助、贷款贴

息（土地使用税返还、创业资助、劳动密集型企业贴息）、

政府采购向小微企业倾斜。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多项政策

进行调查，假设了解的政策越多，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

越高。

假设三：税费是否繁重对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具

有负相关的显著影响。

税收政策是调节经济的有力杠杆。目前，我国对小

企业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过高

会导致小微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经营负担加剧。我国政

府行政职能过强，有些地区还存在不合理的税费现象，这

些都严重影响了小微企业的发展。因此，本文调研了企

业所承担的税费状况，考察其对财税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假设四：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影响大小对财税政策

的满意度具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

由于小微企业的行业差别，发展阶段不同，所受财税

政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排除其他因素，财税政策对企

业影响越大，企业生产者对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就越高，相

反，财税政策如果对企业缺乏影响或者没有影响，财税政

策的满意度就会降低。因此，假设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

影响大小和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五：企业融资难度对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

相关的显著影响。

融资约束是目前我国小微企业发展遇到的主要问

题，政府出台扶持小微企业的财税政策，大部分是帮助小

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企业的融资难度越大，越依赖于

政府政策扶持的力度，因此本文调研了企业的融资问题，

假设融资难度越大，财税政策的满意度越高。

假设六：地域变量（以新宁县为参照）对财税政策的

满意度具有正相关的显著影响。

中国经济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政府对不

同区域的财税政策扶持力度也有所区别。长沙作为湖南

省会，小微企业起步早，发展模式比较成熟，政府给予的

政策力度也比较大。新宁县作为省级贫困县，享受政府

财税政策的程度比较低。因此，假设长沙地区的满意度

大于新宁县。

３．２　实证分析
３．２．１　数据处理

选取调研问卷中的政府是否出台有效措施，企业对

政府各项政策的了解程度，税费是否繁重，财税政策对企

业发展的影响大小，企业融资难度以及地域变量（以新宁

为参照）为解释变量，企业对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为被

解释变量。由于问卷调研结果为离散分布，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可能在１，２，３，４之间取值。
３．２．２　模型建立

根据以上假设，构建影响企业对政府财税政策满意

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Ｙ０ ＝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β６Ｘ６＋μ
其中，β０，β１，β２，β３，β４，β５，β６表示模型待估系数，μ

为随机干扰项。Ｘ１表示政府是否出台有效措施，Ｘ２表示
企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了解程度，Ｘ３表示税费是否繁重，
Ｘ４表示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大小，Ｘ５表示企业融
资难度，Ｘ６表示域变量（以新宁为参照）。
３．２．３　回归估计

由于文章中数据的离散型特点，不忽略角点解响应

且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详见表１。
笔者采用了稳定的标准差下的 Ｔｏｂｉｔ模型，避免了异

方差的影响，具有较大的显著性：Ｆ（１４，６３）＝１８．０１，Ｐｒｏｂ
＞Ｆ＝０．００，表明所有估计系数为零的假设无法成立，即
回归方程中估计系数整体是有效显著的，极大似然估计

值为－６８．４３００５７。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是否出台有效措
施，税费是否繁重，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大小，企

业融资难度以及地域变量（以新宁为参照）具有显著的影

响，并且与原假设相吻合，即接受假设一、三、四、五、六。

企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了解程度的显著性水平超过了显

著范围，因此，拒绝假设二。从整体来看，实证结果符合

政府财税政策在小微企业发展中的现状。由于政府财税

政策实施不久，企业生产者了解条件有限，并且财税政策

主要靠有效落实，所以企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了解程度

对政府财税政策的满意度影响不大。财税政策的有效性

直接关乎小微企业的受益状况；税费繁重程度和企业融

资难度关系到小微企业资金的周转和企业的扩大再生

产，直接影响小微企业的盈利；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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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衡量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发展作用中的重要依据，

所以上述影响因素都呈显著性的特点。由于地域的区

别，长沙受到财税政策的效益比新宁显著，所以对财税政

策的满意度也就要高。

表１　影响政府财税政策满意度的回归结果

ｙ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ｔ Ｐ＞ｔ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Ｘ１ ０．３７１６９３８ ０．０９００８９６ ４．１３ ０ ０．１９５１２１４ ０．５４８２６６１

Ｘ２ ０．０６２７０８ ０．０７９６４２６ ０．７９ ０．４３４ －０．０９６４４５２ ０．２２１８６１１

Ｘ３ －０．４６６４７４４ ０．１２６１１２３ －３．７ ０ －０．７１８４８９７ －０．２１４４５９１

Ｘ４ ０．２８３６３６５ ０．０９７４３０９ ２．９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８９３６４ ０．４７８３３６６

Ｘ５ ０．３４１７４１８ ０．１３５４５２３ ２．５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１０６２ ０．６１２４２１６

Ｘ６ ０．２３９０８４４ ０．１０２０３９ ２．３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５１７５６ ０．４４２９９３１

ｕ ０．５８０５０９ ０．０５１９７２５ 　 　 ０．４７６６５０２ ０．６８４３６７７

３．３　主要结论
对调研数据的分析表明，长沙和新宁两地的小微企

业普遍较年轻，大部分企业的发展阶段在１０年以内；企
业性质以私营为主，组织形式多数为有限责任制。由于

地域经济的发展特点，我国小微企业存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经济发达地区小微企业能够较好地享有政府财税政

策的支持。在政府颁布各项财税政策的过程中，企业生

产者，特别是以家庭作坊形式为主的生产者缺乏对政策

措施的了解，即便对财税政策有所了解的企业生产者，也

认为政策措施没有良好的施行。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仍

然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严重融资困难的企

业需要更多的政府财税政策的扶持。政府是否出台有效

措施，税费是否繁重，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大小，

企业融资难度以及地域变量（以新宁为参照）对财税政策

的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税费是否繁重与财税政策

的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企业对财税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因素大致排名是：政府是否出台有效措施 ＞税费是否繁
重＞财税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大小 ＞企业融资难度以
及地域变量（以新宁为参照）。

４　对财税政策的建议
小微企业投资具有机制活、效率高、潜力大、可持续

性强、有利于创业创新、就业效应明显等特点，是增强经

济增长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根据湖南两地的

问卷调研与实证分析可知，政府财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直接关乎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亟需

加强财税扶持，完善小微企业财税政策支撑体系。

４．１　营造“双创结合”的财政政策环境
一是要“创业”，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托本

地工业园区及地方产业特色，建立小微企业创业集群中

心，根据企业数量及创业成功率给予一定的固定资产投

资和政府补助。政府应设立专项发展资金，引导大学生

和返乡农民工初始创业。综合运用财税政策鼓励小微企

业扩大就业，对小微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和培训补贴，对引

进人才提供岗位补贴。二是要“创新”，建立小微企业科

技创新基金，把财政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之一。

政府对小微企业的创新产品优先购买，鼓励产学研结合，

开展技术研发活动，鼓励中介服务向小微企业提供管理、

咨询等专业化技术服务。增加小微企业科技人员的相关

收入补贴，提高企业职工教育基金提取比例，鼓励小微企

业开发，转让包括专利权在内的无形资产。

４．２　采取“放扶结合”的税收政策
“放”即是减税，进行税收政策松绑。以税负公平，量

能课税的原则，使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我国税收体制

应逐步实现由流转税为主体向所得税为主体转变，制定

相关减轻税负的政策。延长亏损弥补年限，放宽费用列

支标准，增加广告费、招待费等在税前扣除的比例，对税

后利润再投资的企业给予税收抵免。“扶”即是税收优惠

政策。进一步调高小微企业增值税的起征点，扩大增值

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

认定条件，放宽对增值税发票的使用限制，降低增值税和

营业税率。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生产相对集中产品的出

口退税率，搭建国际贸易平台，根据出口额和总创汇额的

比例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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