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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成绩 

1、民营经济实力壮大。2004年，四川省个体工商户、私 

营企业达到 158．3万户，注册资金 1539亿元，户均注册 14．6 

万元。 

2、经济比重增强。2004年 ，四川省 民营经济实现增加 

值2568．45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39．2％，对 

GDP的贡献率为60-8％ 。其中，个体私营经济所创造的增 

加值为2383．0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3％ 。2004年，全 

省民营工业增加值达到1056．44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48-8％ 。在工业民营经济增加值中，个体私营经济 

增加值891．18亿元，外商投资经济增加值 95．o9亿元，港澳 

台投资经济增加值 70．17亿元，分别 占 84．4％、9％和 

6．6％，全省民营工业主要是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 

3、促进经济发展。2004年，民营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2648．4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4．3％，其中， 

个体私营固定资产投资286．31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的 10-8％ 。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039．89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85．6％，在促进 

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4、双重效益并重。2004年，民营企业创造税收(含国、 

地税)137．86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21．9％，其中个体私营 

企业实现税收90．13亿元，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税收 

47．73亿元 ，民营企业已成为四川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

。 全省从事个体私营经济人数达419万人，为促进就业 

做出了积极贡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稳步提高。 

(二)不足 

1、四川省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小 ，管理方式滞后 ，人员素 

质有待提高。由于四川省大多数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土生土 

长的，白手起家的，所以初期大多数基础工作差，管理不规 

范，产品多以粗加工为主。许多企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 

技术薄弱。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使许多民营企业不顾自身 

实力，盲目追逐“高效益”产业，由于缺乏判断和驾驭能力， 

险象环生，每年的淘汰率都在 10％以上。一些民营企业业 

主文化素质较低，导致管理效率低下。 

2、有关政策不落实，发展环境不宽松。多年来，四川省 

委 、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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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广大经营者普遍反映较好。但很多政策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得不到认真落实，长期困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例如，企业未能充分享受平等的国 

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还有重重障碍；在税收贷款、土地 

批租等扶持发展的政策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 

3、从民营企业的形成来看 ，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选 

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即以家长的身份带领几名亲信，实行 

高度集权化的管理。家长式管理模式的缺点：一是容易导 

致企业战略决策失误；二是企业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 

三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独裁和集权化倾 向严重；四 

是家长式管理模式使得企业短期投机行为严重；五是家长 

式管理无法适应企业对人才的更高需求。从企业发展和长 

远观点来看，唯亲是用，采取家长式管理模式可以说是民营 

企业合理吸纳和利用人才的最大障碍。 

4、服务体系不健全。突出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行政审批过多，程序复杂，一些可以用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 

政府仍在管，该下放的权力没有下放。各级工商联、个体劳 

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的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 ，服务职能还有待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发展不足 ，人 

才、技术、信息、市场开拓、融资担保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 

全，满足不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需求。 

分析 

二、四川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企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创 

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提升民营经济竞争力及其质量的 

主要因素，创新能力的高低是越来越关键的竞争优势。 

解决创新能力不够的对策是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民营 

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套自主研发、自主创新，信息 

化程度较好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解决好发展高新技术和 

先进适用技术的关键问题。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发挥员 

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实现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契 

合。加强人才培养意识，培育创新激励机制，提高民营企业 

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向科技型、节约型、循环型和安全型迈 

进。 

(二)民营企业的不诚信问题。近年来民营企业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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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经从制假售假“升级”到随意编造经营业绩，制造良 

好的企业数据欺骗股民、操纵基金、上市圈钱。一些民营企 

业家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一些不诚信的手段完成的。如果 

诚信问题不引起民营企业的觉醒，那么企业将面临的是短 

暂和生死的危险。 

解决民营企业不诚信问题的对策有二条：一条是构建 

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信用法律体系。建立个人和 

企业信用数据库，向社会提供有效信用信息资源。另一条 

是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通过工商联、 

行业协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强化对 民营企业的引导管 

理，以利于促进民营企业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对个体私 

营经济管理既有交叉 、又有漏洞 ，多头管理令企业无所适 

从，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 

解决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廉政、 

高效、公正、规范、透明的政务环境。同时，政府还要不断完 

善和制定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有坚强的执行力作保证，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的项目要加快审批进度，简化审批手 

续。现阶段主要是协助民营企业解决好电、煤、油的供应瓶 

颈问题和企业正常运行所面临的资金匮乏。 

(四)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2004年全省金融机构企业 

短期贷款金额中，个体私营企业货款仅占0．5％，“三资”企 

业贷款占O．4％，与其创造的增加值比率极不相称，民营经 

济的贡献与金融资源的占有不匹配，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受 

到资金的制约 ，就难以做大做强。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对策可从四个方面考虑。一 

是发挥县以下设置了银行的作用，由小的银行为小的民营 

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二是建立小的政府支持的民间担保公 

司，为一些小企业提供有偿担保，解决企业抵押贷款问题； 

三是建立中小企业投资发展基金；四是发展小型的交易所。 

借鉴温州经验，从几十万家企业当中，挑几千家好的企业， 

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不可能都到上海、深圳去上市。但又需 

要融资，在温州搞了一个交易所，温州企业在当地发股票， 

这样让老百姓把他们的钱交给当地优秀的企业来用，实现 

了企业和个人的双赢。现在 ，我们把融资搞得太复杂，搞上 

市要好几年，融资百万、千万的资金付出的成本很高，通过 

上述四个方面的对策，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五)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问题。搞大集团还是中小企 

业，应该向浙江一样，不是大而少，而是小而多，民营企业盲 

目做大就是虚胖。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竞争力、市场占有率、 

质量和服务的支撑 ，就没有做强的保证。 

解决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问题的对策是主要看资产收 

益率、利润增长率等反映企业成长性指标而作出科学的判 

断。 

(六)看待民营企业财富的问题。这是民营企业自己关 

心的问题 ，也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发展民营经济也是为 

了财富的积累。看待民营企业财富的问题，我们从“两个多 

数和两个少数”来衡量判断，即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财富是合 

法的；大多数民营企业是靠勤劳致富正常经营得来的。真 

正靠非法所得的是少数；真正靠投机发家的是少数。 

解决民营企业财富的问题对策是我们不要怕财富差距 

大，财富差距大并不可怕 ，关键是消费差距大，消费差距大 

对社会影响不好，老百姓看到的是消费不均而不是财富不 

均。采取税收调节、捐助、引导企业业主有钱后朝正确的方 

向发展等措施来实现民营企业财富的合理、合法流动。 

(七)四川民营企业重新定位的问题。过去民营企业能 

赚钱，是抓住了比较超前的市场经济的观念，但由于近几年 

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规模，民营企业定位对 

四川民营企业家来讲非常重要，四川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要从新进行企业定位，即企业的现在和未来是什么样 

的。 

四川民营企业重新定位的对策思路是：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承接国内国际产业转移，突出大中小企业的特色优 

势，培育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走节约、高效、环保、安全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四川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 

当前四川 民营经济正向专业化、控股化、集约化、规范 

化发展，逐步建立起适应民营企业发展的新型现代企业的 

科学管理模式。 
— — 政府的宏观模式：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宏观调 

控、部门密切配合、全社会关心支持、企业自主发展的模式。 
— — 发达地区模式：在发达地区，积极扶持发展科技 

型、出口创汇型、集聚型企业的模式。 
— — 丘陵山区模式：在广大山区，积极扶持发展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模式。 
— — 贫困地区模式：在贫困地区，发展壮大特色农业， 

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农村中的民营大户，积极扶持发展公司 

加农户的扶贫开发型企业模式。 
— — 就业模式：在下岗职工多的地区，积极扶持发展劳 

动密集型企业的模式。 
— — 中小企业模式：在众多产品、众多产业里面不是什 

么都干，而是选准一项干，中小企业应走专、精、特、强发展 

的模式。 
— — 大企业模式 ：大企业要形成产业链条，企业的产品 

从“上游”到“下游”，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形成以市场为导 

向的连带关系，上下游企业之间要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产 

业组织结构，充分体现出企业的规模效益和产业集聚的效 

益，增强竞争力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的大企业模式。 

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 

定》，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政策空间，全省民营企 

业正抓住机遇 ，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有利政策，奋力推进 

“三个转变”，积极参与资源配置，为促进四川经济增长，繁 

荣城乡市场、拉动社会投资增加税收，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 

方面再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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