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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民营经济发展 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黑龙江省民营经济经过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 已 

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基础低、起步晚． 

同沿海发达省份比仍有很大差距，有许多制约因素需进一步改善。但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潜 

力巨大，后发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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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Analysis on Non··public Economy Development of Heilongiiang Province 

CHU Xue—wen 

Ab 翻=t：At present，the non— public economy has be。clⅡle a question that is cared widely， the non—public economy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turned into all important force that speeds up growth of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many years flyins 

development，and has b~2ollle all essential channel that maintains social stability and enlarges social employment．Because of 

low basis and late b~in．ing， and compared with costal deveJoped province， there are obvious gap and a lot of limit factors that 

need to improve．On the whole，the non—public economy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tremendous，and 

itS advantage offast development iS out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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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个体私营经济等各种形式 

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加快发展。” 

纵观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各省经济发展历程，民营经济 

是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是不发达省份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加快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对实现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完成省委提出的 “全面快发展， 

努力建小康”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 

们试图通过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揭示黑龙江省民营经 

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寻求全省民营经 

济发展之对策 。 

一

、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 

展，先后两度赴闽浙和广东、山东、辽宁、吉林学习考 

察民营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环境、加快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民营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1 民营经济成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2003年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 1 301亿 

元，同比增长 14．4％，营业收入完成 3 743亿元，同 

比增长 14．6％，实缴税金52亿元，同比增长 14．3％， 

民营经济占全省 GDP的比重达到 29．3％。去年上半 

年完成增加值661．8亿元，同比增长 l1．7％，比全省 

生产总值增长高出 1．2个百分点，全省经济总量 中 

有 3．7个百分点是由民营经济拉动的，民营经济对全 

省经济贡献上升为 35％，牡丹江、大庆、七台河等 

部分市县民营经济已占地方经济总量 70％左右，税 

收占50％以上，成为当地主体经济和立市县经济。 

2．民营企业发展迅速，科技创新型企业成为亮点 

截止 2003年底，全省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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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学文：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实证分析 

243．1万户。其 中私营企业 19．7万户，个体工商户 

223．4万户。注册资本达 584亿元，同比增长 39％。 

去年上半年新增个体工商户 6．38万户，新增私营企 

业7 680户。2003年底，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达 5 600 

户，技工贸总收入完成了430亿元，同比增长 20％。 

初步统计，去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达到 6 310 

户，技工贸总收人完成280亿元，同比增长 18％，涌 

现出东方集团、北亚集团、哈尔滨工大集团、亿阳集 

团、光宇集团等一批骨干企业。 

3．民营经济在参与国企改革中获得广阔发展空间 

截止2002年底，黑龙江省共有2 759户国有中小 

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9o％左右企业实现民有民 

营。据统计全省累计共有 8 793家私营企业和个体 

户，采取购买、兼并、参股、联营、租赁等形式参与 

4 720户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注入资金 44亿元，盘 

活国有存量资产 60多亿元，安置下岗职工 23万人。 

去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1．6 

亿元；民营企业通过购买、兼并、参股等形式，参与 

了32家国有企业改革，盘活国有存量资产 17．5亿 

元，安置下岗职工2．3万人。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民 

营企业增长48％，大企业户数达 100多家；年销售收 

入5 O0o万元以上的企业增长 62％。 

4．民营经济投资创业 13趋活跃，进出口水平大 

幅度提高 

自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黑龙 

江成为国内外资本投资热点。2003年全省民营经济 

招商引资金额 68．5亿元，去年上半年民营经济引资 

合同金额 41．5亿元，同比增长 21．2％；民间投资额 

完成 110亿元，同比增长20％。近年来，仅在黑龙江 

投资经营的浙江客商就达 15万之众，投资总额突破 

5O亿元，很多大型跨国企业、商业集团落户黑龙江 

省。同时，民营经济进出口额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2003年全省民营经济进出口完成 19．1亿美元，增长 

300％，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35．8％。去年上半 

年，全省民营经济进出口总额 19．5亿美元，同比增 

长 290％，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65％。 

5．民营经济成为社会就业主渠道 

2003年全省社会就业总数为 1 614万人，其中在 

国有单位就业为32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量20％，民 

营经济 (含农村劳动力)为 1 284万人，占全社会就 

业量 80％。从城镇就业现状看，民营经济就业量达 

400万人，占城镇就业量60％。据统计，2003年 1—9 

月，全省有 53．2万人实现再就业，其中有 49．5万人 

被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吸纳，占再就业总人数的 

93％。目前，哈尔滨市共有 22万下岗职工就业于民 

营企业，转移农村劳动力 97．4万人。民营经济在吸 

纳就业、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上发挥重要作用。 

6．商贸流通业民营化步伐不断加快 

全省有商业网点 59万个，2003年全省社会商品 

零售额 1 376亿元，其中70％销售额是由民营经济部 

门完成的。商贸流通企业改制高达 90％以上。中小 

型商贸流通企业全部实行民有民营，大型商贸流通企 

业部分靠大靠强加入国内外大型商贸集团，部分实行 

民有民营。大庆百货大楼、哈尔滨中央红集团已改制 

为管理层持股的民营股份制商业集团。中央红商业集 

团民营后，实行管理层持大股，职工持股会参与企业 

管理，国有资本全部退出，3 000多名职工得到妥善 

安置，改制以来累计纳税 1．36亿元，接近改制前 6 

年的总和。利润总额由改制前的年创利 850万元增加 

到3 000万元，增长速度达到 350％。改制后 3年的 

利润相当于改制前 6年的总和。资本利润率接近 

4o％，资本收益率达到 25％ ，现金分红水平达到 

20％ 

二、黑龙江省民营经济现存主要问题 

1．民营经济比重低，民营企业规模小 

2003年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占GDP29．3％，而辽宁 

为45％，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则达 60％一70％。 

2003年上半年，注册资本超过千万元企业，山东 

1 677个，广东4437个，浙江2 356个，江苏1 29o个， 

而黑龙江省只有 667个；江苏省销售超百亿元企业有 

8家，超亿元企业300多家，黑龙江省销售超亿元企 

业仅有 5o户。 

2．受行业准人和 自身力量影响，民营经济产业 

结构不合理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大多集中于商业、餐饮、服 

务、房地产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过度集 

中，平均利润不断下降，形成重复投资和无序的恶性 

竞争。据统计，2003年黑龙江省工业中民营企业工 

业总产值只有 10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 4．2％， 

低于全国民营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 7．5个百分点。同 

时，高收益的电信、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没有向 

民营企业开放，即使偶尔有民营企业进入，也是个案 

处理。虽然国家已明确，对外资开放的领域要向民间 

资本开放，但由于缺乏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落实起 

来很难。 

3．融资难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瓶颈 

民营企业间接融资难，上市直接融资更难。这除 

了民营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信用不足等原因外，主 

要是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金融品种太少，金融服 

务太差所致。黑龙江省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分布市县镇，全省商业银行网点上收后，县城金融萎 

缩，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权力上收，中 

小企业贷款门槛提高，民营企业融资难上加难。同 

时，信用担保服务体系不健全，担保机构少，品种单 
一

， 企业寻保难。全省目前只有 12家为中小企业提 

供信用担保机构，远不能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据专 

家估计，黑龙江省民营企业年需贷款 100亿元，目前 

缺口 5O％。 

(下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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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丹：关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塞 塞 

机构应走在市场的前列，完善相关的制度，堵塞漏 

洞。证监会券商实行的 “通道及扣分制度”，把券商 

推上了阻止上市公司造假的前线，此举无疑将对限制 

合谋造假起到很大作用。 

5．制定会计准则 

政府应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来制定中国的会计准 

则，尽可能减少准则外的事项，同时加强相关信息的 

披露工作。在上市公司发生资产重组、关联方交易、 

变更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应对事情发生 

的背景、原因或者理由作充分陈述并予以披露。这不 

仅利于发现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而且给监管部门提 

供了极好的监管线索。 

6．改进会计管理体制 

实行会计委派制改变会计人员的工作受制于经营 

者的局面，真正落实会计人员的监督权，保护会计人 

员的合法权益。会计人员由国家委派，作为国家利益 

的代表监督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实行会计人员申诉 

制度和会计主管任免审批制度，并以法令形式颁布。 

7．杜绝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干预 

全面推行上市公司核准制，把上市权力交给企业 

与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制止地方政府的 “第三者” 

行为。 

8．改变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 

现行的考核机制是一种典型的 “官出数字”、“数 

字出官”现象，成为管理当局会计舞弊的直接动因。 

因此，要使管理人员的绩效和多项指标联系起来，其 

报酬不仅和盈余相联系，还要和现金流量、市场占有 

率等多项指标相联系。由于这些指标的可操纵性很 

弱，显然可以弱化会计舞弊的利益驱动。 

9．改变现有的上市、配股等相关制度规定 

利润是一个含有主观因素的人工产物，净资产收 

益率的计量受到利润确定和资产计价两方面因素的影 

响，如果被赋予太多的社会责任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被 

操纵的对象。对此可以作如下调整：对上市和配股资 

格，改单变量控制为多变量控制，提高财务数据操纵 

的难度；对暂停和退市的规定，除了以亏损与否作为 

暂停或中止交易的标准外，应把是否有多次违法违规 

行为、是否严重资不抵债、是否不再具有投资价值等 

作为衡量因素。 

总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各方面的法 

规制度的建立健全，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必将 

得到极大的提高，会计信息失真定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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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宽松 

近年来，黑龙江省在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但 目前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政策环境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够用不管用、不 

具体、不系统。政策执行进程中经常出现 “中梗阻”， 

各地各部门为各 自利益层层截流政策，部分行业前置 

审批过多过繁。有的民营企业反映，在开发一些新项 

目时，手续跑全了，项 目跑黄了。据哈尔滨对 4o户 

民营企业调查，80％企业希望政府部门加大对政策执 

行力度，使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在法制环境方 

面，保护民营企业利益法规数量少、不健全、不完 

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时有发生。在人文环境 

方面，很多人仍存在 “姓社姓资”、 “一国营，二集 

体，三民营思想”。人才短缺，民众创业热情不高， 

部分民营企业家仍存有 “小富即安”思想。 

5．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粗放，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 + 一— —+ 一+ --4---—．卜·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以个体工商户为主，民营企业 

以业主个人产权为基础，管理方式落后，家族式管理 

相当普遍。企业老总大多是创业型，而不是管理型，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主要靠以 

往的经验决策，难以适应瞬息万变与激烈竞争的市场 

需要。企业缺乏适应现代化市场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 

人才，科学化、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低，企业难以按 

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甚至一些企业追求短期效益， 

缺乏诚信，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做假账，偷税漏税； 

拖欠职工工资较为普遍，给职工上医疗、失业、养老 

保险的企业更少，缺乏凝聚力、向心力和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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