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国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伴随着共 

和国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前30 

年，民营经历了建国后的限制、改造、消 

失的过程。伴随着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 

开放政策的实施，民营经济经过由农村再 

到城市的发展路径蓬勃地成长、发展、壮 

大起来了。我国先后在 1982年和 1988年 

的 宪法修正案》中首次规定，个体经济 

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 

充，至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法地 

位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了确定和保 

障。1999年 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民营 

经济的内涵和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 

提高。在本文中，民营经济是作为国营经 

济的对应概念而存在的。它包括国有经济 

中的民营部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 

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即除国有经济中的 

国营部分外所有的经济形式。 
一

、 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和对国民经济 

的贡献 

(一)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1．民营经济从业户数不断 增加 。 

1987—1999年，个体工商户由1247万户增 

长到 3160．1万户，增长了 1．53倍；私营 

企业由90581户增长到 1509000户，增长 

了 15．66倍；外商投资企业由15919户增 

长到227807户，增长了13．31倍{1989～ 

1 9 9 8年集体企业由 8 8 2 9 6 1 4户减至 

3736365户，减少了2．43％；国有企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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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6908户增长到 1836289户，增长 30．60 

倍。就增长速度来看，私营企业的增长速 

度最快 ，平均增长率为32．58％，其次为外 

商投资企业，达到30．66％；个体工商户平 

均增长率第三，达到 7．83％。 

截至 1999年底，全国共有工业企业 

792．99万户，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 

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其他企 

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0．77％、20．92％、77． 

26％、0．96％，0．19％。可见，从户数来看， 

民营经济企业已占据工业企业的99％以上 

的比重。 

2．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1989～ 

1999年，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户均 

注册资金由9．27万元、173．31万美元，增 

长到68．17万元和218．21万美元，私营企 

业增长了6．35倍，外资企业增长‘T25．9％； 

1989～1998年，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 

国有企业户均注册资金分别由0．2783万、 

14．76万、97．93万增长至 1万、40．48万、 

1 89．95万；平均增长速度最快的为私营企 

业，达到了22．2％；其次，为个体工商户， 

达到 15．41％；第三，为集体企业，达到 

l1．86％。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户均注册 

资金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64％和2．3％。 

据统计，民营企业前 100名企业的营 

业收入总额在 1998年是3．618亿元，1999 

年就增长为5．2亿元；2000年，有61家企 

业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额均在 50亿元 

以上，达到国家大型企业标准，数量比上 

年增加 19家；联想集团以202．9亿元的销 

售收入和 78．7亿元的资产总额进入特大 

型企业。 

3．民营经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1998年底我国 

民营企业在东部、中部、西部分布比例： 

私营企业为64．52：22．25：13．23；个体工 

商户为44．67：38．20：17．13{外商投资企 

业为82．29：12：5．71。可见，我国东部之 

所以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主要的 

原因是全国绝大多数的外商投资企业和私 

营企业落户在东部。 

(二)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1．对工业产值的贡献。1993～1999 

年，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的工 

业总产值分别由16464亿，3861亿、3614 

亿分别增长至 44607亿、22928亿、20078 

亿 ，分别增长了 1．71倍、4．94倍、4．56 

倍。据统计，1989～1998年10年内，个体 

企业、集体企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32．95％、 

18．30％，1994～1998年，外资企业工业总 

产值平均增长27．840／0。如果没有民营经济 

的快速增长，很难想象中国近十年来会保 

持 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1999年底，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 

业、外资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分别为28．2o／0、35．40／0、18．2o／0、15． ， 

个体、集体、外资企业三者比重之和达到 

69．5％。可见，在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 

济已占据了大半江山。 

2．对就业的贡献。1990-2000年，集 

体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 商 

业从业人员分别由3549万、66万、170万、 

2105万变化到 1499万、642万、2407万、 

5070万，分别增长了-0．578倍、8．73倍、 

14．16倍、2．41倍；其中，私营、外资企 

业、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增长速 

度为29．760／0、22．55％和 13．6％。集体企 

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从业人员之和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990 

年的9．22％上升至 2000年的 13．52％；同 

时期 ，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从业人 

员的比重由 16．2％降至 l1．4％；值得一提 ～ 

的是乡镇企业，它的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 

9265万增长至2000年的 12704万，从业人 

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4．5％增长到 

17．9％，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不管是绝对数 

量还是相对比重，一直都占全国总数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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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份额，为缓解我国严峻的劳动力就业形 

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对工商税收的贡献。1993年～1997 

年外资 私营、个体、集体的工商税额分 

别增长了3．63倍、7．65倍、0．46倍、0． 

25倍；它们的工商税额占全国总工商税额 

的比重由1993年的5．2％、0．26％、7．93％、 

21．08％上升至97年的l3．95％、1．32％、6． 

71％、l5．34％l国有企业工商税由占全国 

工商税额的比重由1993年的63．56o／0下降 

至 97年的56．33％。据统计，1989～1997 

年，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的 

税率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3．15％、60．79％、 

l1．80％。正是它们的增长，才使得我国的 

工商税收总额同时期得以平均增长l7．55％ 

的速度递增。据 ~2000年中国税务年鉴)) 

统计，1999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9687．8659 

亿元，其中国有、集体、私营、外资企业 

和个体经营等实现的税收占全国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49。51％、l1．84％、2．63％、15．72o／0、 

5．94％，民营经济所实现的税收额接近全 

国总额的一半。 

4．对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的贡献 。 

1989-1998年，民营经济所实现的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逐年上升。1989年，个体、集体、私营 

零售额所占比重为l8．63~4、33．20％、0．42~／ol 

1998年，它们的比重分别为37．050／0、16．57／0、 

10．49％l到1998年底，个体、集体、私营 

企业所实现的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之和已达 

到64．11％。可见，民营对搞活我国的商品 

市场，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 

5．对产业结构改进和国有企业改革的 

贡献。改进产业结构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课题。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发 

展，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从三次产业的从业结构来看，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之比由1978年 

的70．5：17．3：12．2变化到2000年的50： 

22．5：27．5，第三产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因 

为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 ， 

民营经济的发展自然带来了第二、第三产 

业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8 

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在一、二、 

三产业的分布比重为3．98：17．46 ：78．56； 

外商企业的注册资金在一、二、三产业的比 

重为1．4：66．1：32．5l私营企业的注册资 

金在一、=、三产业的比重为1．69：35．77： 

62．5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一半以上的 

资金投资在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 而 

外商企业一半以上的资金投在第二产业， 

有一小半资金投在第三产业。随着民营经 

济的发展，它必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 

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改鲁民蕾经济的外部环境，促进 

民蕾经济发晨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党的 

十五大的所有制理论重大突破，国有企业 

的“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宏观背景下， 

民营企业迎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我国仍存 

在着民营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外部环境。 

1．思想观念环境。民营经济是我国特 

殊国情的产物。受传统计划观念与实践的 

长期影响，一些人仍旧以所有制性质和公 

有化程度论优劣，对民营经济仍抱有担心、 

歧视等心态；民营企业主也有担心政策多 

变、怕冒风险等顾虑，这些都影响民营经济 

的健康发展。因而依照十五大的精神，推 

动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舆论环境的 

改善，将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2，法律环境。虽然，我国的宪法也把 

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原来的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法律如 

《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 &营企业暂 

行条例 、《个人独资企业法 等，是建立在 

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它们已不能全面保 

障作为新生社会经济力量的民营经济的各 

方面的权益。例如在财产保护上，国有经济 

受刑法保护，而民营经济受民法保护，显 

然，这二者的保护力度是不同的；在财税政 

策上，我国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不具有 
“

一 般纳税人”的资格，不能开具增值税发 

票，因此与民营业务往来的企业不能“抵扣 

进项税额”而使民营企业的业务拓展受损； 

而国有企业却能得到诸如亏损补贴和减免 

税等优惠 在贷款政策上，国有商业银行明 

显向国有企业倾斜。因此，国家应修改、制 

定与民营经济发展配套的法律，以真正落 

实Ⅸ宪法 精神，使民营经济、国营经济等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5。市场准入环境。我国已加入WTO， 

并承诺 “放开市场，遵守规则”，届时，我 

国的民营经济将面对更大的挑战。然而，我 

国的民营经济却正受到国内与国际两个市 

场的准入条件的约束。在国内市场上，我 

国的民营经济尚不能进入金融、邮电、通 

讯，铁路，民航 石化、冶金等垄断性行 

业或一般性行业。在国外市场上，我国民 

营企业 “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 

国际贸易，而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 

外资等，不许民营企业 “准入”；民营企业 

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门槛太高(要求年进出 

口额大约在100万美元以上)；我国尚没有 

民营经济性质的专业外贸企业等。因此， 

我国应早日打破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 

准入障碍，给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 

争环境。 

4。融资环境。任何企业都不能单靠资 

本金以求发展。据调查，我国民营企业的 

资金来源中，自我积累占56．3％，亲友筹 

资占13．5％，有近80％的经营者无法获得 

稳定的追加资金。我国的民营企业尚无自 

己的银行，而国有银行难以对规模小而散 

的民营企业贷款；民营企业也难以在股票 

市场和债券市场上筹资。1998年，在我国 

830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不足3o／oI民 

营企业进入债券市场条件之一是股份有限 

公司净资产额不低于3000万，有限责任公 

司不低于6000万。因此，国家应为民营企 

业创造一个畅通的融资渠道：设立专门性 

的面向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设立民营企 

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民营企业自己的银 

行、放松民营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条件。 

5。管理监督环境。我国尚没有管理 

监督民营经济的专职机构。政府各职能部 

门要么都管，要么都不管，对民营经济的 

管理、监督混乱，至少出现下列的问题： 

第一，导致不能形成全面准确的关于民营 

经济情况的统计数据。现有数据分散地出 

白干统计局、工商局、税务局、乡镇企业 

局等各单位，缺乏统—性、真实性。第二， 

导致政府各职能部门利用职权向民营企业 

“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加重民营企 

业的负担和损害其发展积极性。第三，导 

致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对某些民营企 

业的违法经营等行为姑息迁就，加剧了我 

国市场秩序的混乱。第四，导致缺乏对民 

营企业整体布局和长期发展的引导和规 

划，使民营经济在经济、产业结构等方面 

的过分集中和缺位并存现象。第五，导致 

缺乏一套服务机构，以帮助解决民营经济 

中出现的各种实际困难。因此，建立一套 

规范的管理体系，是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 

外部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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