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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制度创新与发展问题研究》(o3J zD00 1 8) 

民 营经济走过26年，经历了从小渐 大、从弱到强、与时俱进的发展历 程。这26年是新中国发生举世瞩 
目巨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在 

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出现了井喷式的发 

展，民营资本以每天增加30亿元人民币的 

速度在增长。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各 

地的民营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很值得研究与关注。 

浙江 ：创新与毅力 

作为全国瞩目的民营经济大省，浙江 

总是不断地在发展中通过努力营造出新鲜 

事物。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热而引致中央宏 

观调控之后的2004年，浙江经济呈现出 

“增长”继续保持，“增速”出现回落的总 

体态势。经济工作中，坚持有保有压，充 

分地利用了宏观调控形成的倒逼机制，把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深化改 

革、转变增长方式上，着力缓解资源环境 

约束，提高集约化发展水平。在土地、电 

力等资源要素十分紧缺，遭受历史上罕见 

的高温干旱和台风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 

下，浙江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健康发 

展的良好势头。全年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14．5％左右，达到 1 1300亿元，成为全国 

第四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省份，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 

2004年，浙江的投融资领域产生了突 

破性进展。2004年 6月，首家中国民营财 

团在温州成立。中瑞财团由9家股东平均 

出资创始，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是全国 

首家无地域限制的以 “财团”命名的控股 

有限公司。2004年7月，由多家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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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组建的全国首家民营银行——浙江商 

业银行进入试营业。“浙商银行”由1 5家 

股东共同出资，其中13家是浙江省知名的 

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浙江中国轻纺城 

集团、广厦集团、吉利集团等，因而被浙 

江省金融人士称为中国第一家“货真价实” 

的民营银行。 

浙江出现的民营企业外迁现象也可以 

说是浙江民营经济一种发展的创新。自 

2000年以来，浙江出现的企业外迁现象凸 

显，虽然到目前为止影响尚小，但已引起 

各方面的关注。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 《从 

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 

中透露，目前浙江省共有3000多家民营企 

业外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 

元 ，外迁企业在该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 

453 5亿元，上缴税收25 1亿元，分别占 

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 

额的 12 8％。沪、苏、赣成为浙江企业外 

迁的主要目标区域，外迁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浙江民营经济产业升级、规模扩张的迫 

切需求，也说明浙江经济的再次腾飞已拉 

开序幕，这回浙江人不仅仅是推销小打小 

闹的生活用品，而是带着原始积累的资本 

和经营智力去撬动各地丰富的资源，打开 

浙江财富的新大门。 

上海：吸纳与扩张 

截至2002年底上海的私营企业总户 

数为22 5万户，数量已经占到上海各类企 

业户数总量的52％。目前，上海市私营企 

业总户数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上海的 “吸纳能力”大大加速了上海 

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外省市民间资本纷 

纷进入上海，至2002年底，外省市到上海 

投资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75093户，占上 

海私营企业总户数近1／3，注册资本近 

1 000'f2,元，占上海私营企业总注册资本的 

40％，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 

军。上海的民营企业不仅数量上令人不敢 

小觑，而且正在以质取胜——上海市的民 

营经济正在大规模地进入高新技术、基础 

设施等新领域。 

除了吸纳，上海的民营经济也在进行 

扩张。上海民营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规模也 

日益扩大，在资本扩张中形成规模优势的 

民营企业集团开始将其触角伸向新的发展 

区域。作为“长三角”的焦点地区，上海为 

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上海民营经济 “吞吐量”的增长将会引发 

强烈的连动效应。 

北京：顺应形势、战略部署 

北京的民营经济在第三产业增长迅速 

主要是因为顺应了北京经济发展的内在需 

求，而北京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则 

体现出了明显的战略部署和规划。 

从发展特点上看，第三产业份额继续 

增大。2004年上半年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 

中，第三产业登记户数达到61 8万户，占全 

部登记户数的92 1％。上半年北京市私营 

个体经济纳税总额为56．7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14 7亿元，增长 35 0％。 

首都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受北京 

市经济发展布局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 

全市私营个体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城近郊 

区。2004年上半年朝阳、海淀、丰台、门 

头沟、和大兴五个城近郊区私营企业税收 

总额达到29．1亿元，占私营经济全部税收 

的57 0％。 

最新出版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认为，民营经济将继续成为首都经济高速 

表1 天津市 2002、2003年个体私营经济基本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 《天津统计年鉴2(X)3》、《天津统计年鉴2(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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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沪、苏、粤四省市私营企业规模实力对比表 

项 目 上海市 广东省 浙江省 江苏省 

注册资本总额(亿元) 2726 3 3380 2156 2170 7 

户均注册资本(万元) 121 3 13O 7 87 2 75．8 

注 埘 贾 本 超 千 力 兀 企 业 {冢 ) 4148 4437 3348 2356 

注册资本超亿元企业(家) 182 1OO 68 25 

增长的亮点，并将担任”两个主角”，即在 

市场主体和工业增长上扮演举足轻重的地 

位。近年来，北京市私营高新科技企业以 

每年递增40％以上的超常规速度发展，有 

力推动了北京经济发展，到2003年底对北 

京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 

天津：紧跟形势、非公经济 

比重稳步增长 

天津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民营经济 

发达地区相比显得较慢，但天津的民营经 

济在2003年全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中同 

样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见表 1)： 

有约束无包袱的民营企业正在后来居 

上，成为激活天津经济及中国经济的一大 

“功臣”。 

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带动 

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2003年，公有 

制经济占绝对多数份额的天津，非公有制 

经济比重继续提高。2003年公有制经济实 

现增加值 1302 33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54 6％；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1084 61亿元，比重为45 4％。其中私营 

个体经济增加值539 45亿元，占全市生产 

总值的22 6％ 

广东：实力雄厚、孕育调整 

从总体发展状况上看，有学者对包括 

广东在内的几个民营经济大省进行了对比， 

得出浙、沪、苏、粤四省市发展个私经济 

各具特色 (见表2)： 

表2显示的是截止到2002年底的统计 

数据。虽然没有涉及到个体经济的统计，但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得知广东省私营经济的 

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广东省的人文环境和发展意识都十分 

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广东从事民营经济 

研究的专家对当前广东省民营经济的评价 

是，广东民营企业在融资、人才、社会协 

作、行业协会等方面与江浙都存在一定的 

差距。不过，虽说广东民营经济的数量比 

江浙少一些，但是税收、高科技企业的比 

重仍高于江浙。 

广东省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曾 

经吸引过大批具有淘金心理的人才前往该 

地发展。然而，广东省～类最新调查结果 

显示，国家公务员已成为广东省大学毕业 

生最想从事的职业之一。对政府政策关注 

的加强和部分人才的发展转型，有望对广 

东省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除以上分析总结的各个省市的民营经 

济发展动态之外，我国的其它很多地区民 

营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在加 

强自身努力的前提下，各省市地区之间如 

果能不断了解或消化吸收他人的先进经验， 

对我国民营经济的总体融合发展将有很大 

的帮助，相信我国民营经济的总体发展将 

会有更加美妙的前景。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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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主体缺位，缺乏足够的套期保值者和行 

为规范的投资者，尤其缺乏农业生产者的 

参与。当前．应将农业企业逐步引入期货市 

场，一方面农业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套期保 

值来规避现货市场上的价格风险，另一方 

面期货市场中的投机性风险将大大减小。 

农产品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 

的促进 

期货市场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之一价格 

发现，就可以帮助农业生产实现农产品交 

易的价格风险。 

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在现货市场 

上，商品的价格只反映当前的供求关系，而 

对供求关系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 

变化并不做出反应。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一 

般较长，调节其供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故 

据现货价格做出的生产安排也就不可能符 

合市场在未来某一时期的真实需求，价格 

和产量的波动也就在所难免。农产品本期 

的生产安排与价格波动会对下一个生产周 

期的产量 (供给)和价格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到农产品的长期供给平衡。 

在长期的农作实践中，人们已经逐渐 

认识到这种弊端，从而会在生产中做出相 

应调整，但这种仅凭经验做出的调整往往 

因缺少可靠的依据而带有较大的盲目性， 

期货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在期货市场上，人 

们买卖的是未来的货物，所以那些能够引 

起未来价格变化的因素特别为市场参与者 

所关注。不同的参与者所掌握的市场信息 

不尽相同，因此，参与期货交易的人数越 

多，市场所能了解到的影响未来价格变化 

的信息就越多，根据价格从众的原理自然 

就可以看出价格走势。由此形成的期货价 

格也就越接近未来货物的真实价格。这就 

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期货价格中 

包含了有关未来的供求信息，或者更进一 

步说，期货价格代表着未来货物的真实价 

格，因此，与现货价格相比，期货价格更 

具有生产指导意义。根据期货价格做出的 

生产安排显然能使农业生产避免前面提到 

的困扰，这对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和提高农 

民的预期收入有着深远的意义。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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