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6.07

2016年6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将“简政放

权”作为会议的核心议题，决定宣布失效一批与现行法

律法规不一致、不利于办事创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政策性文件；部署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

金，降低企业成本、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梳理今年以来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简政放权”成为关键词至少已有

两次。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简政放权已经成为本届

政府最为抢眼的政策主张。商事制度改革正是简政放

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细致分析个体私营经济从

业人员对简政放权政策的获得感，从而根据实际调查

的结果调整和改进相关政策，2015年2月国家工商总

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牵头“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

系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随机抽样调

查，实际调查个体私营企业11343家。其中，私营企业

5672家，个体工商户5671家。调查主要有六点发现。

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成效，个体工商户和私营

企业主满意度明显提高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对工商便捷服务、申报

周期、服务态度的满意度达到或超过八成。在几乎所

有的题项上，被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都对其在创

办目前这家企业时的政策体验表达出较高的满意度。

例如，在询问“工商登记时手续的便捷程度”时，表示

“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计分别达到了92.8%和

92.2%。在“向政府部门申办手续的周期”上，满意度合

计达到了87.4%和86.5%。“政府相关部门办事人员的

服务态度和水平”合计有88.8%和86%的满意度。

相对来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对获取政策信息

的便捷程度的满意度仍然有待提高。个体户和私营企

业主对“了解相关政策”“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的满

意度合计达到了80.7%和79.3%，与前述题项差别比较

明显。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新近成立的私营企业对

政策的评价更为积极，在绝大多数题项上，最近一年内

成立的企业的创业者们的评价最为积极。由于这些题

询问的是被访者在创业时的政策体验，近一年以及两

三年内创业者的更为积极的政策评级比较有力地说明

了近两三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成效。

对财税金融类政策的满意度未到七成

被调查对象对财税金融类优惠政策的评价的满意

度整体来说并不低，但要低于前述四项政策的感受。例

如，在对“实际最终获得各类补贴、优惠的便捷程度”

上，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私营企业主合

计为66.9%，在“补贴资金、税收优惠的整体力度”上，

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被访者合计有65.3%。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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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面四个接近甚至超过80%的满意度的项目相比，

满意度的差距至少在15%。

实际享受到国家各类财税金融优惠政策的

企业比例仅有三成，且享受优惠政策的市场主体

依然是较大规模的企业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就业创业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调查显示，有68.1%的被访私营企业主表示没有享

受过相应的社会保险补贴、培训费补贴等优惠政策。这

说明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的“普惠性”不够。

但雇工人数更多的企业获得优惠的比例更高。雇

工人数在200人以上的企业主中有44.4%表示享受过优

惠政策，60~199人的企业这一比例有45.5%，而到了雇

工60人以下的企业，这一比例有了明显下降，到8人以下

企业时，只有31.3%。

影响私营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最大障碍是

信息不对称，政策门槛依然较高

在列举影响他们享受优惠政策的因素时，有58.7%

的 被访者 选 择了“不了解 相关的政 策，不知如何申

请”，39.4%选择了“不符合相关政策优惠的条件和资

格”。选择“有相关资质证明，但申请手续复杂，耗时费

力”和“对企业的帮助不大，没有兴趣”“符合资格，但

难以获得相关的证明”的比例则分别为12.1%、11.9%

和6.6%。

这些信息说明，首先，对于获取补贴和减免这样的

优惠来说，企业主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信息不对称。

联系前面我们所揭示的在各类工商服务当中，私营企

业主对获取政策信息的便捷程度的满意度最低，可以

说，大力加强政策宣传，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针对不同

企业主的特性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是一个迫切需要破

解的难题。其次，普惠型的优惠政策依然不足。有接近

四成的被访者因为不符合各项规定没有享受到优惠，

另有12%的被访企业因为政策本身的原因感到没有兴

趣。最后，资质证明本身已经不再是阻碍企业主获得优

惠的最主要障碍，这在侧面印证了近些年来各地行政

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市场主体认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面临的最大障碍

仍然是信息不对称。他们对获取政策信息的便捷程度

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表面上是政策落地的问题，但实际

上的情况是一种“双盲”：企业不知道政府的政策（是

否适用于自己），政府不知道企业的信息（是否符合政

策优惠的条件）。目前政府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种类繁

多，但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人群相对分散，呈现“碎片

化”状态，且获得一项优惠的资质有时候还需要重重认

定和审批，从而形成新的负担。最好的政策是进一步加

大普惠性的促进就业和创业的税收金融优惠政策，从

而让更多市场主体自动受益，而不是增加基层政权部

门的工作量。

释放活力和降低压力应齐头并举，减轻企业

负担是最好的就业创业服务

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是被访私营企业主最为迫切

的第一政策诉求。调查要求被访者列出如果政府想促

进企业吸纳更多就业，他们觉得当前对企业最重要、最

迫切的三个选择并排序。48.5%的被访者选择了“在企

业开办和扩张等过程中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行

政手续”，选择这一条作为第二和第三诉求的比例也分

别高达13.3%和10.7%。紧随其后的是对“资金类”政

经济视点
Chinese Cadres Tribune



·69·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6.07

策的呼吁。有20.5%的被访者选择了“进一步地加大在

吸纳就业方面的资金扶持、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为

第一诉求，有30.1%和21.4%的人则选择其作为第二和

第三诉求。

接下来靠前的政策诉求均和劳资关系密切相关。

在第一诉求中，“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有12.7%的入选

率，“协调相关用工企业帮助其员工子女解决上学难、

吃饭难、住宿难等生活问题”则有9.9%。在第二诉求方

面，入选率超过10%的内容除了简政放权和资金类政

策外，也正是协调解决员工生活问题和降低企业用工

成本两项。到了第三诉求时，“帮助企业建立更多的实

习培训机构”和“帮助企业在劳资纠纷、劳动仲裁中处

理与员工的矛盾和冲突”（11.1%）也分别得到了超过

10%的入选率。

提升职业技术培训水平依然任重道远

私营企业对实习制度的诉求与实际状况差 别较

大。有12.9%的被访私营企业主选择了政府帮助建立实

习基地作为他们的第三项重要的政策诉求。但实际中

被访私营企业中只有6%与大专院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建

立了诸如定期招收实习生、签订实习协议、建立高校毕

业生就业见习基地这样的长期合作关系。

私营企业主的学历越高，其企业建立实习基地的比

例就越高。由研究生的13.3%到大学本科的11.2%，再到

大学结业或肄业的9.8%。当然，大学在读的企业者定期

招收实习生、建立实习基地的比例只有4.3%，为所有群

体中最低，这应该与这些创业者本身依然属于在读学生

（企业因此也很可能刚刚孵化）这样的地位有关。

雇工人数 越多的企 业，与大专院校或其他教育

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的比例就越高，从8人以下的

4.8%，一直上涨到200人以上的12.5%。

高比例实习生需求和低比例实习基地之间的落

差，需要从供求双方来找原因。有68.6%的被访者认为

“招收实习生是企业培养人才、吸纳员工的一个重要

渠道”。但是，考虑到实际定期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只有

6%，如此悬殊的差距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有

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有50.5%的被访者同意“很多企业

招收实习生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用人成本”这一说法，

说明有一半的雇主看中实习生的主要是低成本优势而

不是因为实习生的技能或智力资源优势。二是企业之

所以不太看重实习生的技能或智力，可能与企业主对

实习生实际技能的忧虑有关，有67.3%的被访者认为

“许多大专院校在实习生工作之前的技能培训非常不

到位，基本上要重新培训”，另外有56%的被访者认为

“企业招收学校的实习生，在安全、保险等方面存在重

大风险”。要想真正提高企业招收实习生的比例，一是

要缩小校企之间的供求差距，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二

是要化解实习环节中的各种风险，在安全、保险等领域

作出创新，化解用人单位的担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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