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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明确提出了对民营经济合法权利与利益的保护，对民营经济鼓励、支持、引导 

的发展方针，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宪法所明确的这些内容对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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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 

我国经济发展与繁荣起到了极大作用。在我国的 

GDP中，民营经济已占到 1／3以上，民营经济对促进 

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是，以往由于 

法律地位的低下以及社会普遍存在对民营经济的偏 

见，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与阻碍。 

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在明确了民营经济市场经济法律地 

位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发展民营经济的指导方针及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必将极大推动、促进民营经济的发 

展。 

第三次修正后的宪法第 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 

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 

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 13条规定：“国家保 

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 

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 

承权。”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第 11条第 2款修改为：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将 

第 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 

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 

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 

的修改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 

在法制社会，宪法是社会中最高的秩序原则。在 

第三次修宪已经明确将民营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中的地位从“补充”提升为“重要组成部分”，即其 

法律地位发生了实质变化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明确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 

权利和利益”，使民营经济的权利和利益获得了更为根 

本的、最高层次的法律保护；同时明确了“鼓励、支持和 

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指明了方向。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不受侵犯”入宪，表明民营经济的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收 

入和其他合法财产同时受到宪法保护，有产者再也不 

必担心自己合法的财产受到非法的侵害。必然增强人 

们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不仅如此，修宪对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还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次修宪必将带来社会对民营经济观念上 

的彻底转变。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曾经普遍对民营 

经济存在着观念误区，总把民营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甚至用各种手段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转变是 
一

个过程，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已经有所转变的 

现实情况下，这次修宪无疑会加快这一观念转变的过 

程，使更多人端正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并在一个较短的 

时期内发生彻底转变。 

如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能够彻底打破对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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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观念，真正确立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真正认识到民营经济与公 

有制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机统一体， 

就会树立起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的新观 

念。在观念得到转变的同时，相应地调整政策思路就 

成为必然。观念的转变将促使政府对现有经济政策中 

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进行调整，以消除对民 

营经济的歧视，逐步实现民营经济享有与公有制经济 

平等的“国民待遇”。在社会观念普遍转变、尤其是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执政观念转变基础之上，必将使民 

营经济发展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更多有利于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产生，从而建立和强化公平、公正、公开 

的市场秩序，创建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 

市场环境。 

对于民营企业家 自身来讲 ，过去由于思想上存有 

疑虑，不敢放手放胆进行大发展。修宪后，宪法对民营 

经济及私有财产的保护亦必将使这些民营企业家消除 

顾虑，大胆地放手加快发展。当私营经济、私有财产获 

得宪法层次的保护以后，民营企业家会因为感到更安 

全而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绝不会再甘心于做“补充”； 

同时会因为有了宪法依据，不是一时的政策而感到更 

稳定，从而考虑长远战略，进而更为重视 自己的信誉， 

推进整个社会信用度的不断提高；因为民营企业不再 

需要“红帽子”来防范可能的损失，有关产权的交易也 

会变得更为简捷。修宪消除了民营企业家的思想顾 

虑，必将使民营经济在民营企业家的带领下发展更快， 

更有成果。 

其次，修宪必将减少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并最终消 

除歧视。过去，民营企业不仅在获得各种资源、资金等 

方面不能与公有制经济受到同等对待，而且在产业进 

入方面也遭到歧视，许多行业或者经营领域禁止或者 

限制民营经济进入，使民营经济不能得到同等的市场 

机会，从而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资金短 

缺、融资难始终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但是，鉴于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 

深受我国传统所有制理论的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构 

造完全是以支持和方便大中型国有企业融资为取向 

的，即便是在民营经济发展到足以与国有经济平分天 

下的今天，这个传统的金融体系也并未发生根本的、实 

质性的改变，因而使民营经济的发展、扩张总是得不到 

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由于这一次修宪明确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方针，给 

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定会使一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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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还受到各种各样限制的状况得到彻底扭转，由于制 

度变迁的滞后而使民营经济享受不到真正国民待遇的 

现状也将逐步得到改善，并最终实现与公有制经济完 

全同等的待遇。各地民营经济发展并不平衡的状况也 

将随着发展环境的进一步完善而缩小差别 ，逐步实现 

均衡发展。 

再次，民营经济合法权利和利益及私有财产的法 

律保护在上升为宪法保护的高度后 ，必将对进一步规 

范国家权力行使、堵塞执法漏洞产生巨大的影响。以 

往利用行政权力非法侵犯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现象不 

在少数，突出表现在对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乱收费、 

乱罚款、乱摊派等困扰企业由来已久的“三乱”上；其他 

非法权力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进行非法干预、非法剥 

夺、限制民营企业合法权利甚至非法侵犯民营企业财 

产等现象时有发生，如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随意剥夺、 

对企业主体合法权益的恣意侵犯、以言代法、以权侵 

法、长官意志、权力寻租等。在非法权力面前，民营经 

济的权利保障几乎失去了牢靠的保障。但是，当对民 

营经济的权利保护有了宪法依据之后，情况将逐步得 

到改善，直至彻底杜绝非法权力的存在，从而使“三乱” 

等问题得以根治。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执法体系的进 
一 步健全与完善，科学规范政府行为，对公共权力实施 

有效的制度约束，民营经济的权利保护将不会仅停留 

在宪法的原则保护层面上，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具 

体的法律制度中，并切实得到执行。 

最后 ，在宪法上经济地位的明确，必将推动保障民 

营经济发展、保护其合法权益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民营经济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备，只要相 

关立法不完备的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民营经济发 

展的道路就始终不会顺畅。仍然以融资难为例，我国 

现行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安排就存在着对国有经济情 

有独钟、对民营经济不够重视的倾向，如《公司法》和 

《证券法》为公司的资本市场准入设置了极高的“门 

槛”，使绝大部分民营企业被无情地拒绝在资本市场门 

外；《企业债券管理办法》则根本阻塞了民企和外商投 

资企业发债融资的渠道。我国金融立法上的这种强烈 

的国有经济取向，显然极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为 

此，不仅国家有关立法部门需要尽快修改、制定出符合 

民营经济发展要求的“良法”，同时，各地方也需要加强 

地方立法，制定相关政策，保证制度供给，为实现民营 

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在宪法已有明确规定的 

前提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就有了充分 

的宪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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