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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企业对
仓 造就业机会的贡献初探

傅 汉 清

在美 国
,

小企业是指 由所有者独立拥有

和经营
、

在其经营领域内不 占优势并符合一

系列数额指标的企业
。

目前最普遍采用的是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制定的标准
,

即企业雇佣

人员少于 人 含 人 为小企业
,

有时

也进一步规定这一标准只适用于制造业
,

服

务业中的小企业其雇佣人员则应少于 人

含 人
。

在 年宣布独立 以前乃至建国初期
,

美国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大量的 自耕农农场

和手工作坊承担
。

基于 以上事实
,

美国小企

业管理局在其 年关于小企业状况的报告

中说
“

在合众国的早期
,

实际上所有企业

都是小企业
” 。

①

世纪 以来
,

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和机

器大生产的确立
,

大企业才逐步发展起来
。

到

世纪 年代
,

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在美国

已得到广泛的发展
,

生产集中和企业规模越

来越大成为潮流
。

到 世纪末 世纪初
,

垄断

组织 已遍及美 国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

国

民经济各部门几乎都由少数大公司控制
。

在

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年代 以前
,

大

公司大企业的实力和规模不断加强
、

而小企

业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走向一直在持续

但是
,

到了 年代
,

世界形势发生了剧

烈的变化
。

能源危机 实际上是石油价格暴

涨
、

环境污染
、

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等问

题
,

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

型产业及大规模生产陷入极大的困境
。

在这

种背景下
,

人们又开始注意到了小企业的各

种积极作用
, “

小的是美好的
”

这一观点渐

占上风
。

正是由于大企业 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局 限

并产生多种弊病
,

加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

断进步以及第三产业 广义的服务业 的迅

速发展
,

年代末 以来
,

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

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发生了逆

转
,

小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 比重

逐步回升
。

目前
,

小企业 占美国所有企 业 数 量 的

肠以上
,

提供的产值 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的一半左右
,

它们在丰富市场
、

活跃经济
、

技术创新和增加出口 收入等方面都作出了很

大贡献
。

限于篇幅
,

本文仅探讨美国小企业

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
。

即使在美国
,

大多数小企业也属于劳动

密集型企业
,

而且
,

由于第三产业 中不断涌

现出一些新的部门和行业
,

而每一行业在其

初始阶段必然以小企业为主
,

所以
,

在大公司

大企业资本 技术 密集度越来越高
、

对劳

动力的需求 日益减少的今天
,

美国小企业在

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尤

为重要的是
,

小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年轻人
、

妇女
、

残疾人
、

退伍军人
、

少数民族和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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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而这些人一般都遭到大公司大企业的排

斥
,

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
。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小企业对创

造就业机会的贡献
。

一
、

战后以来
,

美国 人以 下的 小 企

业一直占私人部门全部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

根据小企业管理局的资料
,

年小企

业就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的 肠
,

年代和

年代这一 比重有所下降
,

年为
。

但 年代又有回升
,

年为
, 。

首次出版的 年《小企业状况 总统

报告 》上的数据表明
,

从 年到 年
,

小企业在全美就业人员总数中的比重是下降

的
。

但是
,

年的数据表明
,

从 年到

年
,

这种趋势发生了重大转折
,

即 在

可比行业 中
,

小企业 占私人部门就业总数的

份额从 上升到 肠
。

也就是说
,

在

这 年里
,

小企业的就业 比重上升了 肠
,

大约相当于前 年所失去的份额
。

二
、

在小企业 占优势的部门 农业
、

建

筑业
、

商业
、

服务业和高技术行业 中
,

小

企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尤 为突 出

仅拿个体经营者或 自雇者来 说
,

以 农

业
、

建筑业
、

商业和服务业 四大 部 门 为 最

多
。

年
,

这 四大部门的个体经营者分别

达到 万人
、

万人
、

万 人 和

邓 万人
。

根据小企业管理局在 年的《小企业

状况 总统报告 》中提供的资料
,

从 年

到 年
,

种就业人数增长最多的行业中

有 种是属于商业和服务业
。

其中仅饮食业

和企业服务两种行业就 占了所有 种就业人

数增长最多的行业全部就业增长 数 额 的 一

半
。

这 年里饮食业创造了 多万个就业机

会
,

企业服务创造了将近 万个就业机会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近些年来就业增长

迅速的小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
,

往往倾向于雇

佣更多的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训练水平的人

员
。

这打破 了人们的陈 旧观念
,

即认为小企

业 的发展只能是在那些以低贱工作或低工资

工作为特点的部门
。

在美国
,

高技术公司在起步阶段通常都

是小企业
。

很多发明家和技术革新者都是在

自己的谷仓
、

汽车房
、

仓库和阁楼里开创事业

的
。

据统计
,

年全美有 万家从事研究

与发展活动的企业
。

肠多的这类企业拥有

雇员少于 人
,

而且 肠的企业雇员少于

人
。

年
,

高技术行业雇 有 万工人
,

这 占受雇劳动力的 肠 年
,

相应数

字分别增至 万和 肠
。

在 年
,

高

技术部门中几乎每 个职位中就有 个 每

个新职位中是 个 来 自少 于 个雇员

的小企业
。

②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

评估小企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 把所有行业

分为小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
、

大企业 占优势的

行业和中间性行业
。

小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
,

指

全部就业人员中有 或以上是在少于

人的小企业 大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
,

指同一

比重是在多于 人的大企业 中间性行业
,

指小企业 占有 以上但低于 肠的就业 比

重
。

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企业就业人

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重趋于上升的趋势
。

③

从表 可以看到
,

在 年到 年期

间大企业 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占就业职工总数

的比重下降了 肠
,

而且这种下降几 乎 全

部发生在制造业
。

小企业 占优势的产业部门

占就业职工总数的比重相应上升了
。

年
,

小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中就业增

加了 肠
,

其中建筑
、

金融
、

服务等行业增

长更快
,

分别为 肠
、

和 肠
。

而大企

业 占优势的行业 中就业仅增加 肠
,

其中矿

业和制造业还分别下降了 肠和
。

④

在 财政年度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医院 属大企业 占优势

的行业 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
。

但是
,

在

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居前 名的小企业 占优势

的行业
,

总体上来说
,

比居前 名的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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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美国主要产业部门就业职工总数比孟的变动

单位 肠

年 年 ⋯增减百分点

、

⋯
︺九。工﹄各部门合计

命

小企业占优势
的各部门小计

批 发 亚

零 售 业

某 些 服 务 业

大企业占优势
的各部门小计

采 矿 业

制 造 业

一

一

一

·

资料不 全
,

只 包括批发业
、

零售业
、

服务业
、

采矿业
、

制造业
,

服务业只 包括某些行业
。

资料来源 《小 企业状 况 总统报告 》
,

年
,

第 页
。

占优势的行业创造了多得多
卜

的就业机会
。

详

见表
。

⑤

三
、

无论是在经济扩张时期还是经济衰

退时期
,

小企业都是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提

供者
。

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提供资助而进行的

一项研究表明
,

在 年到 年期间新增

加的职位中
,

人 以 下 的 小 企 业 占 了

肠
,

其中 人以下的最小企业就 占 冤
,

而 人以上的大企业仅占 肠
。

另 根 据

小企业管理局提供的资料
,

年至 年

间
,

私营工商企业共增加雇员 万
,

其中

一半以上 肠 是不到 人 的小 企业

新雇用的 在这 万新职位中
,

服 务 业

狭义的 增加了 多万
,

占总数的

零售业增加了 万人
。

这样
,

光是服 务 业

和零售业所增加的人数就占了全部新增就业

人数的 以上
。

根据美国人 口普查局的统计
,

从 年

到 年
,

小企业 占净工作岗位 增 长 数 的

肠
,

即在 万份新工作中占 万
。

另据《基督教科学咸言报 》提 供 的 资

表 创造新职位最多的行业

年 月至 年 月

行 业 就业人数变化 千

小企业占优势的行业

护理及个人照顾设施

医生办公室

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服务

住宅照顾

各类企业服务

娱乐和消遣

门诊设施

工程管理服务

个人及家庭服务

邮递
、

复制和速记服务

大企业占优势的行业

医院

电气和电子设备

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险

食品及类似产品 制造业

学院和大学

家常衣物商店

服装及其它纺织品 。

非银行信用机构

投资办公室

石油和煤炭产品

资料来源 美国小 企业 管理局倡导办公 室根据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所编《就业 与收入 》 年

月和 年 。月 表 改制
。

料
,

到 年为止的 年中
,

名列 《幸福 》

杂志的 家美国最大公司新创造的职位几

乎为零
,

而小企业却提供 了 万个新职位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在 年到 年

发生的战后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
,

小

企业的就业人数仍持续增加
,

而大企业的就

业人数普遍下降
。

在此期间
,

所创造的新职

位和所丧失的旧职位两者相抵销后净增加了

万个新职位
。

这 万个新职位实际上

都是由职工在 人以下的最小企业提供的
。

因为
,

至 人的最小企业在此期间共创造

了 万个新职位
,

抵 销 至 人的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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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企业提供唯一的就业增长

年 月至 年 月

行 业 小企业部分

单位 千

大企业部分

,立

脚了
一一

所丧失的 个职位和 人 以 」的介业所

丧失的 万 个职位后仍净增加近 帅 万 卜

新职位
。

从产业部门来肴
,

服冬 业 狭 义

的 就业增
一

长 扣足仍保持第一 ,

并且提供
一

最多的新职位
。

在这两年中
,

服务业提供 了

万个新职位
,

占新职位总数的 肠
。

⑥

在随后的经济复苏期 中
,

小企业在创造

就业机会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
。

雇员不足

人的小企业
,

承担了 年 月至 年

月间 万新增就业机会的 肠到 肠
。

⑦

另根据小企业管理局的资料
,

在 年 月

到 年 月期间
,

小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就

业人数增长了
,

而大企业 占优势的行业

就业人数仅增长 肠
。

从 年到 年
,

美国经济创造了 万个新 的 非农场工作岗

位
,

所有这些新 岗位都来 自小企业
,

而且约

肠是由少于 人的最小企业提供的
。

在此

期间
,

服务业创造了 肠的新 岗位
,

其次是

零售业 肠
、

金融业 肠
。

至于采矿

业
、

制造业和批发业则没有创造新的就业
。

就小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雇者来

说 目前他们 占全美所有企业总数的一半以

上
, 。年代也有了惊人迅速的增长

。

年
,

已注册从事企业活动的 自雇者 超 过

万人 年
,

这一数字猛增到 万人
,

增加了一倍多
。

⑧

表 和表 摘 自 年 月份的《国家

商业 》月刊
,

反映了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机会

方面的最新情况
。

在美国小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中
,

低工

资和部分工作 日的雇员有增加的趋势
。

这就

使在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年轻人和妇女
、

少数民族成员
、

退伍军人
、

残疾人等处于经济

和社会上不利地位的人有了更多的谋生或致

富机会
,

加强了对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源 的运

用
。

总之
,

从 年代末以来
,

小企业在为美

国人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贡献 日益突出
。

小

企业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时期还是经济衰退时

采矿业

建筑业

制造业

运输
、

通讯和公用事业

批发业

零售业

金融
、

保险和房地产业

服务业

净变化

一

一

一

无资料

一

一

无资料

一
。

一

一

资料来源 美国 小 企业 管理局
。

表 增长最快的 种小企业占优势的行业

年 月到 年 月

就业人数增长 个

护理和个人照顾设施

门诊设施

医生办公室

住宅照顾设施

各类零售 绝大部分是邮购

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服务

个人及家庭服务

新车和旧车推销商

各类塑料产品

卡车运输及总站

资料来源 美国小 企业 管理局
。

期
,

其就业人数都保持着增长
,

这对于弥补

大企业裁减人员的不利影响起了积极作用
。

小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
,

使美国一般劳动群

众的收入水平得以维持或提高
,

使社会购买

力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也使得美国经济

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

缓解了一系列的社会

矛盾
。

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
,

小企业吸纳

了大量就业者
,

减轻了失业增加的程度
,

降

低了失业率
,

并促进经济复苏
,

使经济发展

过程相对稳定
。

如果没有小企业 的 迅 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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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美国经济受危机和衰退的打击必将更加

严重
,

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更加滞缓
。

小企业

对美国经济周期运动的这种熨平作用
,

也正

引起越来越多有关人士 包括政府领导人
、

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者 的 重 视
。

年

《小企业状况 总统报告 》中指出
“

小企

业和 自雇者经常起到一种吸纳被大公司解雇

的工人的
‘

安全网
’

作用
。

这对经济衰退期

间稳定我国经济很有助益
” 。

反观我国
,

自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来
,

具有中国特色的小企业的

主体 —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
,

赶上了小企业迅速发展 的世界性潮流
。

同美

国小企业一样
,

除了在丰富 市 场
、

活 跃 经

济
、

增加出口收入等方面起 了很 大 作 用 以

外
, ‘

己们对解决就业 问题的贡献尤为突 出
。

我国拥有 亿以上的人 口 ,

有着庞大 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
。

到 年
,

乡镇企业吸收

了 千万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到 年

底
,

乡镇企业产值达 万亿元
,

提前 年达到

国家设定的 目标
,

其从业人员超过了国营企

业职工总数
。

个体工商户则是吸收城镇待业

人员和富余职工的主要力量
。

年至

年
,

中国大陆个体工商户从 万户发展

到 万户
,

增长近 倍 其从业人员从

万人增加到 万人
,

增长 倍
。

⑨

年个体户数量已超过 万
。

乡镇企业

和个体户的这种迅猛发展
,

对改善我 国就业

状况
、

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起 了重大作用
。

由于这种相似性
,

考察和研究美国小企

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
,

对我们进一步发展乡

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

而

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很少
,

本文试作一初步

探讨
,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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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增加科技投入

在财政支农资金中的比重
,

争取使科技投入

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于 年增加到

一。
· ,

年达到 肠
。

同时
,

要改革

现有科技体制
,

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

进程
,

广开科技投入资金的来源
,

使农业科

技的发展具备 良好的经济基础
。

同时
,

为了

充分发挥科技对高优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

还要建立健全科技成果的推广机构
,

并加强

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和教育
,

兴建科技示范基

地
,

提高农民对科技成果的吸纳承受能力
。

这些政策建议的提出
,

对我国当前农业的发

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此外
,

作者还 对开发州农该
、

创汇农 业
、

生态农业的范畴进行了探讨
。

对这些问题展

开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

把我国高优农业发

展的理论推进了一大步
。

当然
,

由于是多人

合作著书
,

加之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起步

太晚
,

把高优农业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还

需更多人共 同努力才能使之不断发展完善
,

所 以
,

书中也有不足之处
。

最为明 显的是
,

部分相近的内容在不同章节中有不同程度的

重复现象
。

我们相信
,

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的推迸
,

高优农业作为一项具有长远战

略意义的研究课题
,

必将不断发展 而该书

在这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容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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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任编拜
一

毛 冰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