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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表示感谢#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纰漏责任自负$

% 特别是从
#$

世纪
!$

年代末期开始#许多经济转型国家发现完全市场自由化模式不能带来持续发展#

为了克服市场不完美或市场缺失#经济转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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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中的贿赂与企业增长

李捷瑜
"

黄宇丰!

摘
"

要
"

运用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 !

,\]C

"在转型经济国家进

行的
\,,DS

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转型经济中企业增长与贿赂的关

系$控制了企业*行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相关因素#以及控制了

遗漏企业隐含特征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企业的贿赂与增长

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贿赂能够通过降低官员

掠夺 !(保护费)功能"#或帮助企业获得资源 !(润滑剂)功能"来

促进企业增长#这体现了贿赂的 (关系资本)作用$

""

关键词
"

贿赂#企业增长#关系资本

一!引
""

言

正确认识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是反腐败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重大问

题$对于企业#腐败既可能造成纯粹的资源浪费#也可能起到资源配置的作

用 !

\+2M(+*

#

%!!&

"$作为资源浪费的腐败将损害投资激励#妨碍企业发展

!

c21

I

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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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4)L42+*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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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腐败则

可能成为企业扩张的一种途径#贿赂从而成为企业的策略$

对于处在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从企业策略的角度理解腐败问题#或

许更加恰当和重要$市场缺失*政府大量干预和管制经济活动 !孙刚等#

#$$<

"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个制度环境$政府的

干预和管制#例如税收政策*金融约束*法规行政程序等#一方面有助于克

服市场失灵%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对经济#特别是对企业活动造成伤害$在许

多经济转型国家#商业管制所产生的高成本已经是经商的主要障碍 !

[.25M

\+*P

#

#$$;

"#对企业增长造成显著负影响 !

9.22)?+*MH*-(+1?34

#

#$$&

"$

此时#企业将有强的动机采用贿赂策略#促进自身的增长$



%"=A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具体来说#企业会与官员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而形成对其有帮助的 (关

系资本) !

245+3).*+5-+

R

)3+5

"$关系资本可以帮助企业绕开法律*行政管制#

或者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取资源#起到 (润滑剂) !

I

24+?)*

I

/.*4

6

"的作用&

关系资本也可能帮助企业逃避税收#或减免官员的掠夺#起到 (保护费)

!

R

2.34-3).*/.*4

6

"的作用$在贿赂与企业增长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识别

这些途径是否存在#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发展中国家腐败产生的根源$

运用 (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

\,,D?

"的微观数据#本文试图逐步

深入地从企业层面考察%!

%

"在前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国家#作为企业策略的

贿赂能否促进企业增长&!

#

"贿赂通过何种途径促进或阻碍企业增长$在控

制了企业*行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相关因素#并克服了遗漏企业隐含特征

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国家中#企业的贿赂与销售增

长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贿赂能够通过 (润滑剂)或

(保护费)的作用促进企业增长#即贿赂对企业增长的作用体现于 (关系资

本)$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反腐败进程缓慢的现象具有启发意义

'''政府的不恰当干预和管制制度或许是其中的深层原因$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数据描述#第四部

分初步考察贿赂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贿赂对企业增长产

生促进作用的原因#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 献 回 顾

对于腐败与增长的关系#长久以来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许多文献认为#

腐败妨碍企业增长$

U

6

2M+5

!

%!=A

"认为官僚会为了吸引腐败而故意拖延行

政程序#从而腐败将导致官僚延迟 !

Y124+1-2+3)-M45+

6

"的恶化$

c214

I

42

!

%!&"

"讨论了腐败带来的大量寻租成本对增长的危害#指出寻租行为的规模

报酬递增将导致投资激励下降#从而妨碍增长$

U12

R

(

6

'&()%

!

%!!;

"讨论

了由腐败的隐秘特点和不确定性造成极高的交易成本$这类文献强调腐败是

政府官员的主动策略#是官员对企业的掠夺$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他们

侧重于讨论如何从官员的选拔机制*薪酬机制以及立法执法机制等方面削弱

官员腐败的动机$

然而#在不少研究中#腐败被认为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对企业增长有促

进作用$概括而言#当市场缺失*政府管理僵硬或管制过度等制度环境造成

资源配置扭曲时#企业的贿赂行为将能帮助其回避这些不利环境#从而保证

经济活动得以在稀缺资源的次优 !

?4-.*M>Y4?3

"配置下进行$在研究腐败如

何促进企业增长的众多理论文献中#(润滑剂)假说以及 (保护费)假说是常

被讨论的两个途径$(润滑剂)假说指出贿赂能激励行政官员缩短审批程序*

更快地发出许可证以及提高服务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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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还可能在市场缺失时起到与竞争性拍卖机制相似的资源配置结

果#从而使企业能在经济活动中较有效率地获取所需的资源 !

Q4LL

#

%!="

&

\4-P+*MU+(542

#

%!A=

&

Q)4*

#

%!A=

"$ (保护费)假说则是指贿赂能帮助企

业逃避官员的掠夺$例如#在产权保护弱的环境下#企业通过向官员行贿来

保护其财产#使其免受侵犯 !

O-4/.

I

51+*M:.(*?.*

#

#$$;

"&或在税赋过重

下#用贿赂方式减轻税收负担 !

'+)

#

G+*

I

+*Mh1

#

#$$A

"$上述文献的共同

点是强调贿赂是企业在外部不利制度环境下的发展策略$如何通过制度环境

的改革和完善来削弱企业行贿的动机#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效果#是这类文

献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讨论重点$

# 贿赂与增长的研究#特别是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包括本文的证据都并不能完全反映腐败导致的所有

效率问题#更不能反映腐败的社会福利问题$正如
\+2M(+*

!

%!!&

"所指出的#腐败完全可能对某些经济

参与体有私有利益#但由于外部性对整个社会有害$因此#本文强调的是研究对于理解企业贿赂动机方

面的启示$

'+)

#

G+*

I

+*Mh1

!

#$$A

"等微观文献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 例如后文介绍的
\,,D?

中调查的问题%(平均来看#你估计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企业#一般会将总年销售

额的百分之多少用做非官方的支付或礼物送给官员2)就是对于腐败的基数概念的度量$

可见#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途径的分析不仅涉及腐败的效率

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加深对企业贿赂动机的理解$目前#对腐败与增

长的关系的经验证据没能带来清晰的结论$在宏观分析上#

U+12.

!

%!!<

"用

国家层面的感知指数衡量腐败#实证分析得到腐败感知指数对人均
BCD

增长

率和私有投资有显著负影响$

SV4*??.*

!

#$$<

"用相似的方法#却发现腐败

对增长的影响模糊$

Ui.*+*M[4)55

!

#$$A

"按制度效率的高低把国家分为两

类#从中发现在制度具有效率的国家中#腐败对增长有害&但在制度缺乏效

率的国家中#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

随着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大型调查数据的可得#研究贿赂与企业增长的

微观文献在近年逐渐出现$相对于宏观数据#使用调查数据具有其独特的优

势$首先#宏观数据忽略了微观个体的异质性#会导致对微观经济参与者行

为的估计偏差#因此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企业的贿赂行为更为恰当$其次#在

腐败的度量上#宏观的感知数据只是序数概念#并不能度量腐败的差异程度#

而调查则可以通过适当的问卷题目;对腐败给出直接的*可比的数量度量

!

]4)*)PP++*MSV4*??.*

#

#$$"

"$

在已有的微观分析中#

G)?/+*+*MSV4*??.*

!

#$$&

"使用对乌干达企业

的调查数据#发现贿赂阻碍企业增长#并估计贿赂的阻碍作用是税收的三倍$

他认为贿赂是官员的掠夺#贿赂对行贿人 !被掠夺者"会造成损害$

c1*-.2.

!

#$$=

"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腐败问题#发现贿赂与企业增长没有显著关系$

N455/+*

#

:.*4?+*Mc+1L/+**

!

#$$;

"则发现在转型经济中#贿赂是企业俘

获政府 !

?3+34-+

R

3124

"的一个策略#以此得到一些关键公共产品的服务#贿

赂因而与行贿企业的增长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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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主要讨论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但缺乏从实证上对其影响途

径的深入分析$目前#联系贿赂*企业行为和政府管制的微观实证文献也不

多$其中#

SV4*??.*

!

#$$;

"直接考察企业所受管制程度如何影响企业的贿

赂行为#发现是否贿赂与其面临的管制有关#贿赂是企业摆脱管制的一种策

略$

C24(42+*MB+??4Y*42

!

#$$&

"采用
";

个国家
#$$;

'

#$$<

年的企业家数

据#发现诸如建立新企业的复杂程序以及高的最低资本要求等政府管制会显

著减少#而贿赂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从而证明了贿赂的润滑剂

作用$

'+)

#

G+*

I

+*Mh1

!

#$$A

"运用对中国企业的报表数据和调查数据#研

究了中国企业的娱乐差旅费用对企业利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表明

向政府行贿的费用削弱了税收或管制对企业绩效的负影响#即贿赂有助于获

得政府帮扶和减少政府勒索$

与上述微观文献相比#本文尝试更为全面*稳健地研究经济转型国家中

企业的贿赂问题$第一#利用新的
\,,DS

调查数据重新估计贿赂与企业增长

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 (润滑剂)假说和 (保护费)假说#从中得到有意

义的新结论&第二#在估计过程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以及对

实证结果进行了多方面的稳健性讨论$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 (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

\1?)*4??,*V)2.*/4*3+*M

,*342

R

2)?4D42L.2/+*-4S12V4

6

#

\,,DS

"$

#$$<

年东欧和中亚以及
#$$"

年越

南组成的
#&

个转型经济国家的调查样本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此外#

#$$"

年
=

个非转型发达经济国家的调查样本被作为比较样本$

\,,DS

所有年份的调查

都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在每个国家的样本中#各行业的企业比例依赖于被

调查国家各行业在
BCD

中的比重&企业规模在两个员工到
%

万个员工之间分

布$此外#抽样在企业的所有权分布*贸易企业比重和地点分布上都作了平

衡的考虑#使所抽取的样本尽可能地反映被调查国家整体的商业环境$

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是企业所缴纳的贿赂$在
\,,DS#$$<

的调查问卷

中#问题
"$

询问企业的被调查者% (平均来看#你估计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企

业#一般会将总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多少用做非官方的支付或礼物送给官员2)

本文将这个变量称为 (贿赂比例)#记为
\2)Y4

$这种测量方法比主观感知的

腐败指数更为直接和可比 !

]4)*)PP++*MSV4*??.*

#

#$$"

"$另一个重要的变

量是企业被调查时前三年的实际销售额增长 !经通胀率调整"#作为企业增长

的代理变量#记为
B2.̂ 3(

$

参考
'+)

#

G+*

I

+*Mh1

!

#$$A

"以及
G)?/+*+*MSV4*??.*

!

#$$&

"等文

献#本文使用受访人估计的税负强度 !问题
<")

"衡量企业面临的税收负担#

作为官员掠夺的代理#记为
,_3.23

$为衡量企业面临的管制#本文使用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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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估计的 (获得土地的困难程度)!问题
<"L

"以及 (融资的困难程度)!问

题
<"+

"分别作为管制的代理#记为
Q+*M]4

I

和
G)*+*-4]4

I

$由于分层变量

的回归结果难以解释#本文运用虚拟变量刻画上述变量$当受调查企业将其

面临的税收当局 !或土地管制*融资管制"评价为 (明显阻碍)或 (重大阻

碍)时#税负 !或管制"的变量取
%

$

表
%

给出了关键变量在样本不同分类下的均值描述$从中可以看到#与

由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非转型国家样本相比#转型国家的企业增长较快&但同

时#转型国家的企业贿赂*企业税收负担以及企业面临的土地*金融管制也

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型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制度环

境建设共存的特征$在转型国家的样本中#不同地区的企业增长和商业环境

呈现差异#企业增长较快的东亚*东欧东部*俄罗斯及中亚具有较高的贿赂

均值#而不同地区管制上的差异则没有明显的规律$从转型国家的跨行业比

较看#建筑业*采掘业以及房地产业分别是贿赂集中的前三位行业#而竞争

性较强的行业#例如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的贿赂则较低#这与我们对腐败行

业分布的直观感觉相符$表
#

呈现了企业增长*贿赂与其他关键变量的相关

性#从中可以看到#企业销售增长率与贿赂比例正相关#同时贿赂比例与
,_>

3.23

等各个管制变量都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面临管制越多的企业#

需要付出的贿赂也越多#同时贿赂越多的企业#销售增长越快$

表
%

"

核心变量的均值描述

B2.̂ 3( \2)Y4 ,_3.23 Q+*M]4

I

G)*+*-4]4

I

转型国家
%;@<%! %@$#" $@<%" $@#"A $@#A=

非转型国家
#@=%; $@#&; $@"$& $@#$& $@%&%

转型国家跨地区比较

东欧东部
%=@#A" $@!== $@"#& $@#<< $@;%%

东欧南部
%$@A%< $@!$# $@<=% $@#;; $@;%%

东欧北部
&@#!; $@=;A $@<&" $@#&! $@##=

俄罗斯及中亚
%<@<%A %@"%$ $@<<% $@#=# $@#==

东亚
%A@!=" $@!## $@;&$ $@%=; $@;""

转型国家跨行业比较

采掘业
%=@#A" %@<&; $@""& $@#A# $@#<!

建筑业
%A@%=" %@=%A $@<"A $@;%; $@;$$

制造业
%;@%!= $@!=# $@<"< $@#"$ $@;;=

运输仓储业
%"@%&# $@!A% $@"A< $@##% $@#"=

批发零售业
%#@"!; $@!%& $@<$; $@#"= $@#A&

房地产业
%<@!"" %@$<& $@""$ $@#"< $@%&"

餐饮旅店业
A@;A% %@$<< $@"&< $@#<= $@##A

其他行业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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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核心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B2.̂ 3( \2)Y4 ,_3.23 Q+*M]4

I

G)*+*-4]4

I

B2.̂ 3(

"

%

\2)Y4

"

$@$%%< %

"

,_3.23 J$@$#"< $@$A&# %

"

Q+*M]4

I "

$@$;$& $@$A#& $@#%;#

"

%

G)*+*-4]4

I "

$@$&<% $@$%A# $@$<<= J$@$$! %

" 具体计算以
%!!<

年为开始年份#

#$$<

年为结束年份#利用几何平均公式计算年均增长率$所有国家

的实际人均
BCD

都采用
%!!$

年美元衡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采用了衡量企业特征的微观变量以及衡量制

度特征*经济运行的宏观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上一年的销售额

!

G)2/

3

S)̀4

"*企业年龄的对数 !

G)2/

3

Q.

I

O

I

4

"*企业是否大量参与对外贸

易 !

G)2/

3

b2+M4

"*企业是否主要被外国资本控股 !

G)2/

3

G.24)

I

*

"$考虑

到转型经济的特点#还包括%企业主观估计其在产品市场的市场势力 !

G)2/

3

D.̂ 42

"*企业是否为商会会员 !

G)2/

3

'.**4-3).*

"#以及企业是否曾是国

企 !

G)2/

3

S3+34

"$宏观的控制变量包括%制度变量 (法院公正无偏的程度)

!

H*?3

3

'.123

"#(政治体制是否为议会制)!

H*?3

3

S

6

?34/

"#衡量经济总体运

行情况的 (实际人均
BCD

年均增长率)

"

!

,-.*

3

B2.̂ 3(

"#以及七个行业虚

拟变量 !

C1/

3

H*M

3

%

至
C1/

3

H*M

3

&

#这里的基准行业是 (其他)"$此

外#为了稳健性#我们按附录表
O>%

的地域划分构建了代表前四个地区的地

区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无法完全捕捉的遗漏信息$附录

表
O>#

对所有变量进行了详细描述$

四!贿赂与企业增长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用简单的多元回归讨论贿赂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有两种原因可能引发内

生性问题#从而影响贿赂的系数估计%第一#由于其隐秘性#腐败的微观数

据隐含了大量的测量误差&第二#遗漏的企业特征将通过与腐败和企业增长

相关而影响系数估计$从
[+5M

!

%!"$

"起#运用分组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的

工具以减小测量误差和遗漏企业特征的影响#已成为常用的方法 !

G)?/+*

+*MSV4*??.*

#

#$$&

"$为了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类似地用企业贿赂

的国家 行业均值作为贿赂的工具$具体地#本文估计如下模型
%

%

B2.̂ 3(

*

!

"

-.*?

,

"

Y2)Y

\2)Y4

*

,

"

L)2/

G)2/

*

,

"

-325

H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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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B2.̂ 3(

表示企业的销售增长#

\2)Y4

表示企业缴纳的贿赂占总销售额的

比例#

H

*

是上文提到的宏观控制变量#

G)2/

*

是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此处假

设遗漏了
G)2/

()M

*

'''不可观测的企业特征因素$

G)?/+*+*MSV4*??.*

!

#$$&

"

把企业的贿赂分解成两部分%

\2)Y4

*

!

\2)Y4

+V

I

*

,

\2)Y4

?

R

-

*

#

其中#

\2)Y4

+V

I

*

是企业所处行业 地区的贿赂均值#

\2)Y4

?

R

-

*

就是企业所缴纳贿

赂与贿赂均值的差异$这样的分解使得企业个体特征造成的影响只反映在

\2)Y4

?

R

-

*

上#而
'.V

!

G)2/

()M

*

#

\2)Y4

+V

I

*

"

K$

$因此#

\2)Y4

+V

I

*

一方面与
\2)Y4

*

相

关#另一方面又与
G)2/

()M

*

不相关#能够作为工具变量修正遗漏企业特征因素

所造成的系数偏差$具体地#本文以
\2)Y4

的国家 行业均值作为工具#采用

两步最小二乘法 !

#SQS

"估计方程 !

%

"$

!二"估计结果

表
;

的第 !

%

"*!

#

"列分别是不加入行业*地区虚拟变量时对方程 !

%

"

的
ZQS

和
#SQS

估计$第 !

;

"* !

"

"列是先后加入了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的

#SQS

估计$第 !

<

"*!

=

"列是对非转型经济样本的估计$括号中的系数标准

差都经过了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基于国家的聚类效应 !

'51?342

"修正$

贿赂比例 !

\2)Y4

"的系数反映了贿赂与企业增长的关系$从中发现在控

制了众多宏观和企业特征变量的前提下#

ZQS

回归 !

%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而采用
#SQS

估计后#!

#

"' !

"

"列中贿赂对企业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

且不因行业*地区虚拟变量的加入而明显改变$这说明#在转型经济国家中#

贿赂促进了企业增长#是企业扩展过程的策略$

ZQS

和工具变量估计的差别

表明了遗漏的企业特征变量和企业增长的关系刚好与它和企业贿赂的关系相

反#从而使
ZQS

估计中贿赂的正影响过小$本文认为#

ZQS

估计有偏的根源

在于官员会依据企业特征进行歧视性勒索$例如#遗漏的企业特征可能刻画

了其谈判能力#企业选择的贿赂与其谈判能力负相关 !

SV4*??.*

#

#$$;

"#谈

判能力高的企业在当前会得到官员服务的更低 (价格)$

采用非转型经济样本的估计 !

<

"' !

=

"中
\2)Y4

的系数非常不显著#这

与
G)?/+*+*MSV4*??.*

!

#$$&

"中贿赂与企业增长显著负相关以及本文转型

国家中贿赂与企业显著正相关的经验证据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贿赂

是否会促进企业增长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非转型经济的发达国

家具有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管制体制#此时#贿赂既不会成为企业的

策略也不会成为官员的掠夺工具#贿赂因而对企业增长没有影响$转型经济

国家则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市场缺失*政府管理僵硬

或管制过度等计划经济中延续下来的外生管理制度环境导致了贿赂成为企业

促进增长的策略$而对于非转型经济的落后国家#例如
G)?/+*+*MS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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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对象乌干达#腐败更多地体现为官员从管制环节主动增设障

碍#向企业进行掠夺的寻租行为#此时贿赂与企业增长负相关$

< 中型企业定义为上年销售额在
%$

万'

#$$

万美元之间$这个区间之外分别为小型和大型企业$

从 !

%

"' !

"

"列#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转型经济中#各种控制变量对企

业增长的影响$其中#相比于中型企业而言#小型企业的销售增长率平均低

!E

左右#而大型企业的增长率则高
AE

左右$

<这表明大型企业在日常的商业

行为中更有优势$另外#企业的年龄每增加
%E

#其销售增长率下降超过

=E

$这说明在转型经济市场上#老牌企业的增长率远不及新兴企业#而大型

企业却具有很强的优势$与此同时#

G)2/

3

S3+34

和
G)2/

3

'.**4-3

的系数表

明企业是否 !曾经"是国企#以及企业管理层是否是商会成员#对企业增长

均没有显著影响$

G)2/

3

D.̂ 42

衡量企业是否面临竞争性产品市场#发现拥

有更强的市场势力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增长$制度层面的控制变量则显示面

临更加公平的法院的企业显著地拥有更高的销售增长#而国家是否采用议

会制以及经济增长率对企业增长没有直接影响$这些估计结果基本与直觉

相符$

表
;

"

贿赂与企业增长

转型经济 非转型经济

!

%

" !

#

" !

;

" !

"

" !

<

" !

=

"

ZQS #SQS #SQS #SQS #SQS #SQS

\2)Y4

$@#;=

!

$@;;

"

<@A#;

!!!

!

%@!A

"

=@$;A

!!

!

#@#<

"

"@"A!

!!

!

%@!"

"

#@&!!

!

&@#<

"

J<@$%;

!

"@"=

"

G)2/

3

Q.

I

O

I

4

J&@<A;

!!!

!

$@A#

"

J=@=$"

!!!

!

$@!$

"

J=@=<%

!!!

!

$@!#

"

J=@;;=

!!!

!

$@!%

"

J#@;A"

!

%@#;

"

J"@$!#

!!!

!

$@&"

"

G)2/

3

S/+55

JA@&"#

!!!

!

%@;<

"

JA@!<;

!!!

!

%@"%

"

J!@%#&

!!!

!

%@"$

"

J!@#<&

!!!

!

%@#&

"

J%$@$AA

!!!

!

#@"A

"

JA@A$%

!!!

!

%@<!

"

G)2/

3

Q+2

I

4

<@"&A

!!!

!

%@=$

"

&@=!$

!!!

!

%@&<

"

&@&&#

!!!

!

%@A$

"

&@<A<

!!!

!

%@&%

"

"@!%;

!!

!

%@"<

"

=@%A!

!!

!

#@"=

"

G)2/

3

b2+M4

"@A;;

!!!

!

%@=A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G)2/

3

G.24)

I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G)2/

3

S3+34

#@;"<

!

#@$=

"

%@A&"

!

#@%"

"

#@#%A

!

#@%"

"

%@%%;

!

%@!!

"

J%@%$;

!

#@<A

"

J#@A;&

!

;@<%

"

G)2/

3

'.**4-3

#@$AA

!

%@&$

"

%@A=A

!

%@A"

"

%@A!#

!

%@A%

"

%@&#;

!

%@&=

"

$@$#A

!

%@##

"

$@%&!

!

%@$<

"

G)2/

3

D.̂ 42

J=@<%A

!!!

!

%@;%

"

J=@&%A

!!!

!

%@;!

"

J=@=!%

!!!

!

%@"#

"

J=@#&=

!!!

!

%@#%

"

J;@"$<

!!

!

%@#A

"

J#@";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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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转型经济 非转型经济

!

%

" !

#

" !

;

" !

"

" !

<

" !

=

"

ZQS #SQS #SQS #SQS #SQS #SQS

H*?3

3

'.123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A=&

!

#@#=

"

H*?3

3

S

6

?34/

J%@;;&

!

;@A"

"

J$@A%$

!

;@=#

"

J$@=&&

!

;@=$

"

$@&;!

!

<@<%

"

,-.*

3

B2.̂ 3(

=<@#<"

!

&$@%A

"

<"@<=%

!

="@"#

"

<"@"<$

!

=;@<#

"

%;@;;<

!

&;@$A

"

#=$@"A<

!

!

%%<@<&

"

;"<@%""

!!!

!

#"@&<

"

常数
;$@"=A

!!!

!

"@!"

"

#%@#<$

!!!

!

=@#!

"

#"@$""

!!!

!

=@=#

"

#A@A$A

!!!

!

&@!#

"

J;@&%!

!

=@!=

"

<@";!

!

"@#;

"

行业虚拟变量
9. 9. e4? e4? 9. e4?

地区虚拟变量
9. 9. 9. e4? 9. e4?

观察数
=##; =##; =##;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标准差#全部经过

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基于国家的聚类效应修正$非转型国家的回归中#

H*?3

3

S

6

?34/

由于共线问题而

被剔除$

五!贿赂促进企业增长的途径

第四部分的发现有别于非转型经济的发达与落后国家#转型经济的企业

贿赂 (促进)了企业增长$为了更深入了解贿赂*制度环境与企业增长的关

系#这一部分将深入讨论贿赂促进企业增长的途径#检验贿赂是否为企业实

现了 (润滑剂)功能和 (保护费)功能$理论上#收取企业贿赂的官员能够

给予企业一定帮助#从而贿赂所购买的帮助称为 (关系资本)$更进一步地细

分#贿赂所形成的市场可能使支付意愿较高的企业获取资源 !(润滑剂)功

能"&同时#官员通过歧视性的有效税率 !

4LL4-3)V43+_2+34

"实现对企业的榨

取#而企业可以通过贿赂官员而达到减轻或避免这种勒索的目的 !(保护费)

功能"$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了考察贿赂通过 (关系资本)作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建立如下模

型
#

%

B2.̂ 3(

*

!.

-.*?

,.

24

I

1

]4

I

15+3).*

*

,.

-2.?

]4

I

15+3).*

.

\2)Y4

M1/

*

,.

Y2)Y

\2)Y4

*

,.

L)2/

G)2/

*

,.

-325

H

*

,

%

*

# !

#

"

其中#

]4

I

15+3).*

代表政府管制&我们分别选取衡量企业所受到的有效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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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制和金融管制的变量#作为企业所受掠夺和管制的代理&

\2)Y4

M1/是描

述企业是否存在行贿行为的虚拟变量#取
%

当且仅当
\2)Y4

#

$

&使用
]4

I

15+>

3).*

.

\2)Y4

M1/作为交叉项 !相应地变动它们的工具"#不但能大大缓解
\2)Y4

*

交叉项和对应工具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而且使得贿赂的途径检验更加简

单*直观$

=从模型
#

的交叉项设定#可以得到%

!

B2.̂ 3(

*

e

]4

I

15+3).*

*

!

%

"

$

!

B2.̂ 3(

*

e

]4

I

15+3).*

*

!

$

"

"" !.

24

I

1

,.

-2.?

\2)Y4

M1/

*

#

上式表明交叉项系数
.

-2.?

体现了贿赂作为 (关系资本)的作用#即反映了贿赂

的存在与否如何影响管制与企业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模型的估计#我们

将检验如下零假设%

= 其他变量的选取与模型
%

相同$

%%Y

-2.?

$

%

.

-2.?

K$

若
Y

-2.?

$

被拒绝#而且
.

-2.?

#

$

#则表示行贿的受管制企业的增长率显著高

于不行贿的受管制企业的增长率#即验证了贿赂的 (保护费)途径或 (润滑

剂)途径&若不能拒绝零假设#则表示以特定变量代理的 (关系资本)效应

不存在$

在上述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还想分析#与不受管制的企业相比#面对管

制的企业进行贿赂后#企业增长的差异有多大#从而了解贿赂的 (保护费)

功能或 (润滑剂)功能是否能够抵消管制对增长的影响$因此进一步验证如

下假设%

#%YO

-2.?

$

%

.

24

I

1

F

.

-2.?

K$

若不能拒绝零假设#表示贿赂的 (关系资本)作用刚好抵消了政府管制

对企业的影响#此时不受管制的企业与受管制的行贿企业之间的增长率没有

差异&若拒绝零假设#则表示两类企业间的增长率还是有显著差异$

直接估计方程 !

#

"即可验证上面的两个假设$方程 !

#

"遗漏了不可观

测的企业特征#将导致
]4

I

15+3).*

#

\2)Y4

以及交叉项系数估计偏差$工具变

量的选取原理同第四部分$具体地#本文采用了
\2)Y4

#

]4

I

15+3).*

#

]4

I

15+>

3).*

.

\2)Y4

M1/的国家 行业均值作为各自的工具$

!二"估计结果

%@

贿赂的 (保护费)功能

这里用企业所面临的税负强度
,_3.23

作为
]4

I

15+3).*

的代理#考察贿赂

是否具有保护费作用$

,_3.23

代表了官员或政府对企业的掠夺#行贿企业将

有机会避税$表
"

的第 !

%

"列呈现出主要的估计结果#包括控制变量系数在

内的完整结果见附录的表
O>;

$表
"

的括号内是系数估计的标准差#经过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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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和国家
>'51?342

修正$最后一行是对检验零假设
YO

-2.?

$

的
[+5M

卡方值$

表
"

"

贿赂的(保护费)与(润滑剂)效应!简略"

(保护费)效应 (润滑剂)效应

!

%

" !

#

" !

;

"

#SQS #SQS #SQS

\2)Y4

J%;@"#"

!

!@A!

"

%@AA&

!

%@;<

"

%@A$!

!

%@"$

"

,_3.23

J;;@$#%

!!

!

%#@A&

"

,_3.23

.

\2)Y4

M1/

;$@<<=

!

!

%<@&%

"

Q+*M]4

I

J%@!#"

!

!@&"

"

Q+*M]4

I

.

\2)Y4

M1/

;!@!=#

!!!

!

%<@"&

"

G)*+*-4]4

I

&@;$!

!

=@&<

"

G)*+*-4]4

I

.

\2)Y4

M1/

#&@;;<

!!

!

%#@<$

"

观察数
=##; =##; =##;

Yp

-2.?

$

%

.

24

I

1

F

.

-2.?

K$

2

$@#" %!@!!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标准差#全部经

过怀特异方差稳健修正和基于国家的聚类效应修正$已加入控制变量#详见表
O>;

$下表同$

首先观察
,_3.23

和
\2)Y4

M1/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可以发现该项系数在

%$E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拒绝了零假设
Y

-2.?

$

#从而支持了贿赂的 (保护费)

假说$即#对于受到税赋管制的企业#缴纳贿赂的企业相比不缴纳贿赂的企

业#增长率平均高出
;$E

#表明贿赂帮助企业绕开了官员的掠夺$再看
,_>

3.23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如果贿赂不存在#受税赋掠夺的企业增长

率将比不受掠夺的企业增长率平均低
;;E

#这与
9.22)?+*MH*-(+1?34

!

#$$&

"

等的发现一致#即高的税赋管制对企业增长有负的影响$此时#通过进一步

验证零假设
Yp

-2.?

$

%

.

24

I

1

F

.

-2.?

K$

#我们发现
[+5M

卡方值为
$@#"

#该零假设不

被拒绝$这说明#贿赂的 (保护费)作用恰好抵消了企业税赋对增长的负

影响$

#@

贿赂的 (润滑剂)功能

关系资本的作用不仅能够体现于 (保护费)功能#文献中更多地提到贿

赂的 (润滑剂)作用$此处用受访企业估计的获得土地的困难程度变量

(

Q+*M]4

I

)以及融资的困难程度变量 (

G)*+*-4]4

I

)分别作为管制的代理$

表
"

的第 !

#

"' !

;

"列呈现了相应结果$可以看到#交叉项都显著为正#

表明无论是面对土地管制还是金融管制#行贿的企业增长率都显著比无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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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增长率要高#即贿赂有助于企业得到资源或避开约束#起到了 (润滑

剂)的作用$再看最后一行的线性假设检验#

Yp

-2.?

$

都被拒绝#而且
.

24

I

1

F

.

-2.?

#

$

#说明受土地 !或金融"管制的企业行贿后的增长率比不受管制的企

业更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它意味着假设滋长腐败的外生性制度可

以改变#有能力进行贿赂的企业也不会支持这一改变$

;@

稳健性讨论

首先#本文在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无法完全捕捉遗漏的信息$考虑到难

以在加入行业 国家平均的工具变量的同时加入国家虚拟变量#我们按表
O>%

的地域划分构建了代表前四个地区的虚拟变量#并将其加入回归中$对比表
;

的 !

;

"和 !

"

"列#可以看到地区虚拟变量的加入对结果没有很大的影响$

表
"

及表
<

所汇报的结果都已加入地区虚拟变量$

表
<

"

(保护费)与(润滑剂)效应估计的稳健性讨论

!

"

" !

<

" !

=

" !

&

" !

A

" !

!

"

#SQS #SQS #SQS #SQS #SQS #SQS

\2)Y4

J=@%<A

!

&@%$

"

%@%%!

!

%@#!

"

%@=$%

!

%@;&

"

J#"@&A;

!

!

%"@A%

"

J"@$!!

!

#@A=

"

J$@A!=

!

#@=&

"

,_3.23

J#%@!#=

!!

!

!@%<

"

J"<@!A$

!!

!

#$@%%

"

,_3.23

.

\2)Y4

M1/

%A@%$=

!

%%@;<

"

;&@A&=

!

!

#$@""

"

Q+*M]4

I

J%=@"A!

!!

!

&@=A

"

J"$@#=%

!!

!

%A@==

"

Q+*M]4

I

.

\2)Y4

M1/

<%@&%"

!!!

!

%"@&$

"

A"@A"<

!!

!

;<@==

"

G)*+*-4]4

I

&@%&%

!

=@&;

"

%=@&&<

!

#%@;"

"

G)*+*-4]4

I

.

\2)Y4

M1/

#&@""$

!!

!

%#@;A

"

#;@&%A

!

;#@";

"

观察数
=##; =##; =##; %$$$ %$$$ %$$$

Yp

-2.?

$

%

.

24

I

1

F

.

-2.?

K$

2

%@$" %&@<;

!!!

%=@&;

!!!

$@;< #@A<

!

<@$%

!!

其次#本文加入了衡量政府公共服务的工具变量%减去地区 行业均值的

供电质量 !

,54-32)-)3

6

M4/4+*

"和电话服务质量 !

b454

R

(.*4

M4/4+*

"#以修正可能

存在的隐藏官员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这种做法仿照
G)?/+*+*MSV4*??.*

!

#$$&

"$估计结果见表
<

的第 !

"

"#!

<

"#!

=

"列$与表
"

相比#估计结果没

有大的变化$

最后#为了应对数据的测量误差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考虑将愿意接受

再次调查的企业看做更精确的样本$考察同时接受了
,\]C

于
#$$#

年与
#$$<

年进行的两次
\,,DS

调查的企业 !共
%$$$

个"#估计结果见表
<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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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可以看到#除了样本量减小带来的标准差升高之外#估计结果没有

太大变化$

作为小结#本部分确认了贿赂促进企业增长的原因在于贿赂能购买官员

给予的好处 !(关系资本)作用"#而这种作用体现于帮助企业避税的 (保护

费)功能#以及帮助企业绕开管制的 (润滑剂)功能$

六!结
""

论

本文使用了
,\]C

于
#$$"

年和
#$$<

年的
\,,DS

调查数据#考察被调

查企业的销售增长与其缴纳贿赂占销售比例的关系#试图验证有关贿赂功

能的两种假说#从而考察贿赂是否是推动企业扩张的 (关系资本)$本文发

现#在转型经济国家的样本中#贿赂促进企业增长&非转型经济的比较样

本中结论相反$对转型经济样本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贿赂能够% !

%

"通过

帮助企业减小官员的掠夺而促进企业增长 !(保护费)功能"&!

#

"帮助企

业绕开管制或者获取难以得到的资源而促进企业增长 !(润滑剂)功能"$

本文的结论不会因为子样本的不同选取或方程控制变量的不同设定而发生

大的改变$

反腐败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反腐败

不但需要法律的严格监管#而且更需要了解腐败 !贿赂"行为背后的激励机

制$如果腐败更多反映的是官员掠夺的实现#妨碍了企业发展#那么政府应

该从腐败方着手#在官员选择*晋升以及报酬激励等制度上进行改善#这已

在许多研究腐败的相关文献中提到$然而#本文发现#在转型经济中#腐败

更多地起到调整资源配置的作用#贿赂因而形成企业策略#促使企业增长$

此时#打击腐败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如何完善不合理或缺失的经济制

度#降低行贿方的激励#可能更为重要$例如本文提到的土地获取制度*融

资制度*税收制度等#降低这些制度中官员的特权#代之以更具制衡力的管

理制度或市场机制#或许能达到更好的反腐败目的$在如何推动不合理制度

改革的问题上#本文发现#在某些现有制度下受管制的行贿企业比不受管制

的企业得益更大#这意味着企业不但有当前制度下行贿的激励#而且极有可

能不会成为这些制度改革的推动力$当然#本文并没有对如何改善某个经济

制度提供更为具体的可借鉴材料#这也正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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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录

表
O>%

"

参与调查的国家列表

经济转型国家列表!

!

%

"东欧东部%

Ge]ZU

#

S42Y)++*MU.*34*4

I

2.

#

O5Y+*)+

#

'2.+3)+

#

\.?*)++*MN42̀4

I

.V)*+

#

S5.>

V4*)+

#

aP2+)*4

#

\45+21?

&

!

#

"东欧南部%

N1*

I

+2

6

#

'̀4-(]4

R

@

#

S5.V+P]4

R

@

#

]./+*)+

#

\15

I

+2)+

#

U.5M.V+

&

!

;

"东欧北部%

D.5+*M

#

Q)3(1+*)+

#

Q+3V)+

#

,?3.*)+

&

!

"

"俄罗斯和中亚%

B4.2

I

)+

#

O2/4*)+

#

c+̀+P(?3+*

#

Ò42Y+)

T

+*

#

àY4P)?3+*

#

]1??)+

#

b+

T

)P)?3+*

#

c

6

2

I6

`]4

R

@

&

!

<

"越南$

经济转型国家列表!

!

%

"东欧西部%

B42/+*

6

#

D.231

I

+5

#

B244-4

#

S

R

+)*

#

H245+*M

&

!

#

"韩国!

S.13(c.24+

"$

表
O>#

"

所有变量的名称*含义以及计算方法或来源#均值和标准差

变量 含义 来源-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B2.̂ 3(

企业上年销售增长率 由
\,,DS

问卷
0<<+%

和
0<<Y%

计算

得到

%;@<%! ;A@=<!

\2)Y4

贿赂占销售额的比例
0"$ %@$#" #@";"

,_3.23

税务当局是否构成障碍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

+

; $@<%" $@<$$

Q+*M]4

I

获取土地是否构成障碍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L

+

; $@#"A $@";#

G)*+*-4]4

I

融资是否构成障碍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

+

; $@#A= $@"A;

G)2/

3

Q.

I

O

I

4

企业年龄!年"的对数 调查年!

#$$<

或
#$$"

"减去
e4+2

!

S%+

"

#@;&& $@";=

G)2/

3

S/+55

是否为小企业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3

.

" $@#<< $@"$%

G)2/

3

Q+2

I

4

是否为大企业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3

+

< $@#$% $@;<!

G)2/

3

b2+M4

是否为贸易企业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Y

)

$

且
0%<YK$ $@;=& $@"A;

G)2/

3

G.24)

I

*

是否为外资企业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K< $@$<< $@<$$

G)2/

3

S3+34

是否曾是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K% $@%<# $@&"#

G)2/

3

'.**4-3

是否有成员隶属商会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K% $@;&% $@"A#

G)2/

3

D.̂ 42

是否面对竞争产品市场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

+

; $@"AA $@##&

H*?3

3

'.123

法院是否公正无偏 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

+

; $@=;$ $@"A;

H*?3

3

S

6

?34/

是否实行议会制 来自
CDH

数据库的
SeSb,U

变量
$@";! $@"!=

,-.*

3

B2.̂ 3( %!!<

'

#$$<

年人均
BCD

年增长率!单位为
%

"

,+23(b24*M?

数 据 库 汇 报 的
%!!<

'

#$$<

年 的
%!!$

年 不 变 美 元 人 均

BCD

#几何平均

$@$<# $@$#<

b454

R

(.*4

M4/4+* 电话服务是否良好 先构建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

+

;

&再

减去自身的国家 行业均值

$@$$$ $@;#&

,54-32)-)3

6

M4/4+* 电力供应是否良好 先构建虚拟变量#取
%

如果
0<M

+

;

&

再减去自身的国家 行业均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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