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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阃 资 本 的 行 业 观 察 

及 其 国 际 比 较 

杨大楷 曾 鹏 杨 晔 

20多年 来 中 国经 济 改革 最 为 深 刻 

的是 多 元化 所 有 制 的形 成 。在 整 个 所 

有制 结 构变 化 和 演进 过 程 中 ，对 于 加 

速经 济 市场 化 改 革最 具 决 定性 意 义 的 

又是 民间 资本 的 成长 。 民间 资本 的进 

人 意味 着 国有 经 济将 在 相 关领 域 的退 

出 。从 国 际经 验看 “国退 民进 ”无 论 在 

发达 国家还 是 在 发展 中 国家均 是 各 国 

经济 朝 纵深 发 展 的必 然 选择 。本 文 从 

中西 方 民 间资 本 的行 业 进人 和 布局 出 

发 ，研 究 我 国 国有经 济 战 略性 重 组 的 

数量 界 限 ，并 试 图从 西 方 的产 权 变 革 

运 动 中寻 找启示 和答 案 。 

一

、 国外 “私 有化 ”运动 

与行 业观 察 

私有 化 ．又称 私 营 化 或非 国有 化 ， 

也就 是 政府 通 过 不 同方 式将 政 府 的 资 

产转 交 给 私人 经 营 。20世 纪30年 代 大 

危机 以后 ，西 方 资本 主 义各 国 的经 济 

政 策 发 生 了一 次 重大 转 变 ，由 以前 的 

自由放 任 的不 干 预主 义 转 向加 强 国家 

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各国普遍加强了 

对 本 国经济 的 控制 ，政 府在 经 济 中 的 

作 用 越来 越 大 ，同时 政 府 的财 政 预算 

也 与 日俱增 。到 了70年代 ，资本 主义各 

国又 一 次陷 人 了严 重 的 经济 危 机 。 为 

了摆 脱 危机 ，西方 资 本 主 义 国家 的经 

济 政 策 又一 次 发 生 了重 大转 变 ，纷纷 

转 向 新 自由主 义 ，于 是 出现 了一 股 大 

规 模 的私有 化浪潮 。 

从 行 业 布局 来 看 ，基于 历 史 和体 

制 的原 因 ，西 方 主要 国 家 的 民间 资本 

在 一 、二 、三 产业 有 着 广 泛 的分 布 。完 

全 由国 家垄 断 的行 业 是 极少 数 。即使 

在 一 些重 要 行业 的 国有 企业 其 产 权结 

构 也 在 “私 有化 ”运 动 中发 生 很 大变 

化 ，主要 体 现 在各 国政府 在 保 证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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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股 和控 制 的前 提 下 ．引人 民间 资 本 

和商 业 机制 ，如英 国宇 航 ．德 国电信 

等 ，行业 分布 的格局 开始 转 变。 

从 历 史 演进 来 看 ．二 战 以前许 多 

西方 国家 的 邮政 、煤 气 、市 内交 通 、自 

来水 等 专 用事 业 均 是 由 国 家 经 营 ，民 

间资本 的行 业进 人受 到一定 阻 碍 

二 战 以后 ，随着 经济 的高 速增 长 

和西 方 “私 有 化 ”运 动 的兴 起 。各 国 国 

有企 业 的产 权 开始 发 生 变化 。国 有经 

济 主 要集 中在 基础设 施 、公 用 事业 、尖 

端 工 业 、环 境 保护 、军 事 工 业 等 方 面 。 

国有 经济 在 整个 经 济 中 占的 比例 大 幅 

减 少 ．从1949年 到1979年30年 当中 ．欧 

共 体 各 成 员 国 的 国有 经 济 占 GDP、总 

投 资 额 以及 就业 人 口的 比重 均 呈 较大 

幅度 下 降 ，其 中英 国的下 降 幅 度最 大 ， 

三项 指标 的 降 幅 分 别 达 33．4％，31．6％， 

33．9％。这在 一 定程度 上 表明 ：伴 随着经 

济 的增 长 和科 学 技 术 水 平 的 进 步 ，国 

有 资 本 的退 出 与 民间 资 本 的进 人 是经 

济 发 展 的必 然趋 势 。 在分 析 的 同 时我 

们也注意到 ，从行业布局来看西方各 

国的 集 中并 不等 于 “禁人 ”。私 人 企业 

不 能进 人 的行业 是 极 少 数 。在 “私人 

化 ” 运动 前 夕 民 间资 本 没有 涉 及 到或 

进 人 较少 的 领域 主 要是 邮政 、通信 、铁 

路 、航空 等 部 门 ：电力在 “私 有 化 ”运 动 

前 夕 完 全 由 国家 垄 断 的 也 只 有 法 国 、 

英 国和 瑞士 。 

“私 有 化 ”运 动 在各 国展 开后 ，大 

量 国有 企业 的股 票被抛 售 。其 结果 是 ， 

私 人企 业 、私人 资 本 的市 场 进 人 空 间 

得 到 了大 幅拓 展 ．特 别是 在 公 用事 业 、 

基 础行 业 、高新 技 术 等领 域 尤 为 明显 。 

西 方各 国在 “私有 化 ”运 动 前 后 民 间资 

本 的 分布 除 了 邮政 以外 在 其 它 各个 行 

业 均 有大 幅度 的 上升 ，但 至 1990年 ．私 

人 企 业 虽 然 在 量 上 有 较 大 规 模 的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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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但 其 与 国有 及 国有 控 股企 业 的市 

场进 人 规则 和 实 际 布局 却 并无 实 质 性 

变 化。 民 间资 本仍 然 主 要 集 中在 一 般 

竞争 性行 业 和 制造 业 。国 有及 国有 控 

股企 业 则 主 要 分 布 在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 

公 用 事业 和 自然 垄 断 部 门 ，如 邮政 、电 

力 、铁路 、通讯 等 部 门。 

这 些 情况 表 明 ，在 市场 经 济 国家 ， 

第 一 ，民间 资本 与 国有 资 本在 行 业 布 

局 中存在 着 不 同 的选 择 ，互 相 之 间 存 

在 分 工 。“私 有化 ”运 动 在 量 的方 面 改 

变 了这 种 分 工 的格 局 ，但 却 没 有 能 够 

消除这 种分 工差 异 。虽然 各 国在 “私 有 

化”运 动 前后 民 间资 本 有着 不 同程 度 

的渗透，但从 总体上来看仍主要集中 

在 一般 制 造业 和服 务性 行 业 ，如 汽车 、 

建 筑 、金 融 等 ，而 在 公共 设 施 ，自然 垄 

断 等行 业 民问资 本 虽有 进 人 但 仍 以 国 

有 为 主 ，如 邮政 、通 讯 、铁 路 等 。 第二 ， 

从 资本 融 合 的角 度 看 ．在 多 数 场 合下 ， 

这 种分 工 的边 界 具 有模 糊 性 ，是 你 中 

有 我 ，我中 有你 。如 国有 、民营 企业 在 

某 一公 用 事业 中的 并存 ，相 互 问 的 资 

本参 与等 。 

二 、中国 民间资本 发 展 的 

行 业观察 

从 中 国 民间 资 本发 展 的行 业 布 局 

来 看 ，20世 纪 80—90年 代 的基 本 趋 势 

是 ：民 间资 本集 中进 人 门槛 较 低 的 中 、 

下游 竞 争 性行 业 ；国有 经 济 从 中 、下 游 

行业 逐 步 退 出 ，主 要集 中在 进人 门槛 

较 高的上 游行 业 。在 中 、下游竞 争性 行 

业 中 ， 民营企 业 的 平均 规 模 明 显低 于 

国有 企 业 ，这 反 映 了 民 间资 本 大量 进 

人 的是适 合 中 、小 企业 经 营的领 域 。这 

些 行 业 中 资本一 技 术 含 量 较 高 的 大 、 

中型企 业 多 为 国有 企业 。这 种 进人 架 

构 的形 成 ，说 明我 国 民 间投 资 在进 人 

行业 壁 垒 较低 ，且 适合 中小 企业 发 展 

的竞 争 性 行 业 具 有 较 强 的竞 争优 势 ， 

这也 是 目前我 国 民间投 资 发 展 的 主要 

途径 。 

为 了 具体 说 明 这种 情 况 ．根 据 整 

理 的数 据 ，将 37个 工业 行 业 划 分 为垄 

断 型行 业 与竞 争 型 行业 ． 以显示 国有 

企业 和 规 模 以上 (年 产 品销 售 收人 在 

500万 元 以上 )民营 企业 在 不 同市 场结 

构 的行业 中的布局 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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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年各 类垄断 型行 业国有 企业 、规模 以上 民营企 业 的布局 单 位 ：％ 

企 业户 数 工业 增 加值 总 资产 

集 中度 行业 类 型 国有 民营 国有 民 营 国有 民营 

经 济 经 济 经济 经济 经 济 经 济 

GRR／>70~／o 石 油 和天然气 开采 76 22 97 2 7 96 3 6 

4O％≤CR <70~,／0 石 油加 工及炼 焦 28 67 79 19 79 19 

20％~<CR8<40~,／0 煤 炭采选 43 50 4 66 32 4 74 23．4 

黑 色金 属矿采 选 27 65 7 52 43 2 80 18 

烟 草加 工 75 22 5 95 4 5 92 7 2 

化 学纤 维制造 28 64 8 14 77 4 27 65．7 

橡 胶制 品 21 71．1 16 75．6 23 69 3 

黑 色金 属冶炼 22 70．2 57 38．7 66 30 6 

交通 运输设 备制 造 39 54 9 40 54 50 45 

电力 蒸汽 生产供 应 74 23 4 69 27．9 69 27 9 

煤气 的生 产和供 应 74 23 4 73 24．3 91 8．1 

自来 水生产 和供 应 80 18 89 9．9 88 10 8 

资料 来源 ：(1)《中国统计 年 鉴》，2002年 ；(2)夏小林 ：“非 国有 经济 ：总 量结 构 、增 长与 布 局合 

理化 ”，《管 理世界 》，2000~第4期 ；(3)刘 富江 、朱 金渭 ：“我 国国 有工业行 业发 展状 况及其 结构 

调整 研究 ”，《管理 世 界》，1999年第6期 。 

(一)垄断型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布 

局 。 

市场 集 中度 是现 代 产业 组 织 理 论 

中 探讨 的 核心 问题 之一 。按 照 产业 组 

织经济学的理论 ，可 以根据一个行业 

中 最大 8家 企业 的 市场 份 额 之和 (集 中 

度 CP,- 值 )，将 市 场 结 构 分 为 四 类 ： 

cR ≥70％为高位垄断型 ，40％≤cR8< 

70％为 中位 垄 断 型 ，20％≤CRR<40％为 

低位垄 断竞争 型 ，CRs<20％为非垄断 

竞争型。前三类都是垄断型行业 ，区别 

是 垄 断程 度不 同 ：最后 一 类 是 人们 通 

常说 的竞 争 型行业 。这里 ，先 就 民营企 

业 在 三类 垄 断型 行业 中 的进 入 和布 局 

情况 进行 分析 。 

我 们从 表 1中可 以看 出 ，在 CR ≥ 

70％的1个高 位垄 断行 业 中 ，规 模 以上 

民营 企业 在 企业 总 户 数 、增 加 值和 总 

资 产 中 占 的 比 重 很 低 ，分 别 是 22％、 

2．7％和3．6％。发 展缓慢 。 

在40％≤CRs<70％的1个 中位垄 断 

型 行 业 中 ．由 于在 转 轨初 期 受 到短 缺 

经济的影响 ，潜在的市场需求很大 ，有 

利 于 大量 新 建企 业 以 最小 规 模 的方 式 

进 入 。实 际情况 也是 这样 。理 论 和国际 

经验表明．本应很高的规模经济壁垒 

被降低了。在该行业企业总户数中，规 

模 以上 民营企 业 的 比重达 到67％，但 在 

总资产 、增加值中的比重却 只有19％； 

而 国有 企 业 虽 然户 数 少 ．但 是 在该 行 

业 增 加 值 、总 资 产 中 的 比 重 均 达 到 

79％，居 主导 地 位 。与高 位垄 断 行业 比 

较 ．民 间资 本在 这 个 领域 的 扩 展稍 微 

快 一些 。 

在 20％≤CRs<40％的 10个 低 位 垄 

断竞 争 型行 业 中 。 同样 由于 相 对市 场 

规 模 大 等原 因 ．进 入 了大 量 民营企 业 。 

其 中．在化学纤维制造、橡胶制品和交 

通 运 输设 备 行业 中 ，规模 以上 的 民营 

企 业 在该 行 业 增加 值 和 总资 产 中 的 比 

重 均超 过 了50％。特别 是在 一些重要 行 

业 中 ，规模 以 上 民营 企 业 已经 占据 重 

要 位 置 ，例 如在 电力 、化纤 、黑 色 冶金 、 

交 通 运 输设 备 、橡 胶 等行 业 中 ，民营企 

业 的地 位 已经 较为 突 出 (主要 是 合 资 

企 业 和 股 份 制 企 业 )。在 具 有 自然 垄 

断 、公 共 服务 性质 行 业 的产 出中 ，民 间 

资本 占的 比重 也 已经 不 可忽 视 。在低 

位垄 断 竞争 型 行业 中 民间投 资 的 扩展 

明 显地 比上 两 个领 域 快 一些 ，相 对地 

位 较 强 。 

根据 对 三 类垄 断 程 度不 同的行 业 

情况 的分析 。可 以看 到 ，随着 垄 断 程 度 

的 降低 ，民间 资 本分 布 的 范 围相 对 扩 

大 。这 也反 映 了其扩 展 速 度依 垄 断 程 

度 的降低 而加 快。90年 代初期 以前 ，市 

场相 对 容量 较 大 ，使 民间 资本 的行 业 

进入可以绕开规模经济壁垒、资金壁 

垒。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进人 

到相 对 过剩 阶段 。 国有 经 济 由于 制度 

创新方面的滞后 ，其竞争 力和效益 日 

益下 降 ．民营 企 业加 快 进 人 了规模 经 

济显 著 的重 要 行 业及 领 域 ．加 之一 批 

国有 大 企业 改 制 上市 或 合资 ，其 他 类 

型非 国有大 、中 型企 业 的数 量 渐渐 增 

加 ，这 使得 民间 资本 在 各 垄 断行 业 的 

布局 仍然在 扩展 中 。到2001年 ，全 部12 

个垄 断 行业 中 。规模 以上 民 营企 业 户 

数 比重超 过50％的行 业有 7个 ，占垄 断 

行业 的 53．3％。增 加 值 在50％以上 的行 

业有3个 ，占行业 的25％。 

从 总体 上 看 ．垄 断 行业 仍 旧是 国 

有经 济 相对 集 中 的领 域 ．但 在 垄 断行 

业 中的 一些 重要 领 域 ，如 一些 高 技术 、 

先导 性 、产 业 带 动作 用 强 和基 础 性 的 

领域 ，民营 经 济 的地 位 和作 用 也 正 在 

逐步增 强 。 

(二 )竞争型行业 中民间资本的布 

局 。 

我们 通 过 表2。可 以 进一 步 观 察 竞 

争 型 行 业 中 的情 况 。 在 表 2中 ，CR < 

20％的25个非垄断竞争型行业 ，是 民间 

投 资集 中进 人 和 布局 的主要 领 域 。其 

特点 是 ，民间 资 本不 仅 在 总体 布局 上 

占据 优 势 。而且 在一 些 重要 的行 业 中 ， 

拥有 一批 大 、中型 骨干 企业 。在 企业 总 

户数 中 ，民营 企 业仅 在 木 材及 竹 材 采 

选业 、印刷 业两 个行 业 占的 比重 是 15％ 

和42％．在 其 他 行 业 中 占的 比重 均 在 

50—90％之 间 ；在 工 业 增 加 值 中 ，仅 在 

木 材 及 竹 材 采 运 业 一 个 行 业 的 比 重 

(4％)低于50％，在 其他24个 行业 的 比重 

均在 50％以上 ．其 中 多数 又在70— 90％ 

之 间 ；在 总 资 产 中 ，仅 在 4个 行 业 中 的 

比重低于国有经济 ，在其他21个行业 

的比重 均在 50％以 上 (其 中 13个 行业 在 

60％以上 )。 

竞 争 型 领 域 与 垄 断 型 领 域 相 比 

较 ，1978-- 2001年 ，民间投 资布 局在 竞 

争 型领 域 的进 展 是最 快 的 。最值 得 注 

意的是 ．在竞争型领域 内部 ，民间投资 

在 产业 结 构升 级 具有 主导 作 用 的行 业 

中也在 快 速发 展 。并 在 一 些 重要 行 业 

中 占据 了数量 上 的明显 优 势 。 以 电气 

机 械及 器 材制 造 、电子 及 通 讯 设 备制 

造 业 为例 。规模 以上 民 营企 业 在 这两 

个 行 业增 加值 结 构 中 的 比重 已分 别 占 

到79％、75％，在 总 资产结 构 中的 比重分 

别 占到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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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1年竞 争型 行业 国有 企业 、规模 以上 民营 企业的布 局 单 位 ：％ 

企 业户 数 工业 增加 值 总 资产 行业类 型 

国有 民营 国有 民营 国有 民 营 (CR
8<2O％) 经济 经济 经济 经 济 经 济 经济 

有色 金融 矿采 选 4O 55 44 52 67 3O 

非金 属矿采 选 34 61 36 59 56 4O 

木材 及竹材 采选 84 15 96 4 98 2 

食品 加工 47 49 3O 64 46 50 

食品 制造 45 51 19 75 27 67 

饮料 制造 48 48 37 58 43 52 

纺织业 23 71 25 69 38 57 

服装 及纤 维制 品 1O 83 5 87 8 85 

皮革 毛皮 羽绒制 品 11 82 6 86 15 78 

木材 加工 27 67 14 79 32 63 

家具 制造业 18 75 5 87 14 79 

造纸 及纸 制 品业 22 72 2O 74 3O 64 

印刷 业 54 42 38 57 45 51 

文教 体育 用品 制造 15 78 4 88 9 84 

化学 原料及 制 品 32 63 31 63 46 5O 

医药 制造 43 52 29 65 42 53 

塑料 制造 16 77 6 86 14 79 

非金 属矿 物制 品 29 65 25 69 35 6O 

有色 金属 冶炼 23 71 46 5O 61 36 

金属 制 品 18 75 12 81 2O 74 

普通 机械制 造 3O 64 28 66 44 52 

专用设备制造 39 56 30 64 47 49 

电气 机械器 材制 造 22 72 14 79 23 71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29 65 19 75 25 69 

仪器 仪表 文化 办公用 机械 38 57 19 75 42 53 

资料来源：同表1。 

但 是 ．在 竞 争 型领 域 中 ，民营 企 业 

规 模小 型 化 的结 构偏 差 仍 然存 在 。 根 

据2002年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 

析 ．在采掘业的3个行业 中．户均 总资 

产规 模to、31一O．35亿 元之 间 ，而 国有 

企业在 0．62一O．79亿元 之 间 ：制 造业 的 

23个行业 中，有13个行业的户均总资 

产规 模 低 于 国有 企业 ，其 他 10个 行业 

高 于国有 企 业 。 总计 有 16个 行 业 的 户 

均总资产规模低于国有企业 。但在一 

些 新 兴 行业 ，如 电子 行 业 ．民营 企 业 的 

户 均规 模 已经 略 高 于国 有企 业 ．在 电 

气行 业 已经 接 近 国有 企 业 。这 反 映 了 

民间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主导 

作用 的 一些 行 业 中 已经 具 有 了一 定 的 

优势 。从 以上分 析中 可以看 到 ，1978— 

2001年 ，竞争性行业是民间资本 ，尤其 

是 中、小 型企业 进入 的主 要途 径 。 

三 、比较 与启 示 

(一)行业布局的共 同特征与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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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从 国 际 比较 来 看 ．尽 管 在社 会 制 

度 上具 有 较 大差 异 ．但 由于 经济 运 行 

机制 (市场在分配资源上发挥基础性 

作用)上的趋同，中国民间资本的进入 

和 行业 布 局 与西 方 国家 具 有 相似 的特 

征 。 

一 方 面 ．在 竞 争性 行 业 中 ．市 场 调 

节机制会使民营经济占据数量上 的优 

势 。竞 争 性 行业 往 往是 国有 经 济 收缩 

战 线较早 、退 出较 快 的领域 。在公 共性 

基 础设 施 、公 用 事 业 和 自然 垄 断部 门 

等 行业 中 ．一般 情 况 下 ，国有 及 国有 控 

股 企业 会 占据 比较 重要 的地 位 ．国有 

经 济 战线 的 收缩 较 晚 、退 出较慢 。但 

是 ．在这 些 领域 的 一些 方 面 ，引人 民间 

资 本 和 民营企 业 肯 定是 一 种 具有 可 行 

性 的选择 。 

另 一方 面 ．政府 都 要 通 过 国有 经 

济的垄断 、独资 、控股 等方式 ，使其在 

整 个 国 民经济 运 作 的多 维 方 向上 发 挥 

程 度不 同的作 用 ，如控 制 、导 向 、调整 、 

带动等作用 。当然 ，在各国不同情况 

下 ，各类 作 用 发 挥 的 强 度 也 不 同 ：同 

时 ．一 个 国家 还会 因为 不 同 时期 的不 

同需 要调 整 这 种作 用 的范 围 和力 度 。 

但 是 ，一个 管理 过 多 企业 的政 府 其 效 

率 是要 大打 折扣 的 。因为 ，这样 的政府 

无 法 解决 “信息 不 对 称”、“交 费 费用 ” 

过 高 、腐 败 、低效及 “多重 目标 ”等 问 

题 。 

通 过 这 两方 面 特 征 的 比较 我们 认 

为 ：在肯 定 市场 机 制 会促 进 民营 经济 

在 竞 争 性 行 业 有 较 多 发 展 的 前 提 下 ． 

第 一 ，没 有 必要 在 这 种行 业 中发展 过 

多 的 国有 企 业 ，多 了也 管 不 好 。第 二 ， 

是 否 在这 种 行业 中发 展部 分 确 有 竞争 

力 的 国有 企业 ，政 府应 持 灵 活 、务 实 的 

态 度 。有竞 争力 的 国有 企 业的存 在 ．本 

身 作 为市 场选 择 的 结 果 ．政 府 也应 予 

以承认 。第 三 ，在公 共 性 基 础设 施 、公 

用 事业 和 自然 垄 断 部 门 ． 以及关 系 国 

家 安全 的 战略 性 产业 ．可 以 在保 证 国 

家 控制 力 的前 提 下 ．有 选 择 地 引人 民 

间资本和民营企业。 

(二 )操作的两种途径。 

从操作层面来看 。借鉴国际经验 ． 

我们认 为 主要有 两种 途径 ： 

1．放 掉 绝大 部 分 国有 小 型企 业 和 

部分 中型 企业 。 目前 。我 国 国有非金 融 

企业 23．8万 户 ．其 中 ：大 型企业 9357户 ． 

占3．93％；中 型企 业3．3万 户 ，占13．87％： 

小 型企 业 19．5万 户 ，占81．93％。 可通 过 

股份合作制 、出售等方式逐步出让 中、 

小型企业里的国有资产 ，实现国有资 

产从 竞争 性领域 的退 出 。 

2．出 售 国 有 股 ．减 少 国 有股 权 在 

股份制企业 中的 比例。通过近10年的 

股份 制 改革 。一 大批 大 中 型 国有 企 业 

变成 了股份公司。但股权结构不合理 ， 

公 有股 (国有 股 和法 人 股 )一 直雄 踞 控 

股地 位 。1996-- 2002年 ，公 有 股股 本 占 

总投 本 的 比例 平均 在60％以上 。到2002 

年 底 ．公 有 股 总股 本 达2437亿股 ，市 值 

为32000亿 元 。 国有 股在几 乎 所有股 份 

制 企 业 中 处 于 控 股 地 位 完 全 没 有 必 

要 ，应 通 过 各 种 措 施 (如 国有 股 配售 ) 

减持 国有股 ，以收缩 国有 经 济 战线 、改 

善企业 股权 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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