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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营经济的构成分析 

聂广睿米 

(中共安阳市委党校 河南安阳 455000) 

【提 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撑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人们对 “民营经济”这个概 

念的使用，可以说比较混乱和片面。为了澄清人们认识上的误区，文章对民营经济的构成做了全面深入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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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事物，作为我国国 

民经济肌体中最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一个亮点，已成为支 

撑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在理论界和现实当中 

对 “民营”或 “民营经济”这个概念的使用，现在可以说 

比较混乱，理解很不一致。有人说民营经济就是个体、私 

营经济，也有人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上这 

些说法都是比较片面的。为了避免对民营经济的片面理解， 

我们有必要对民营经济的构成做深一步分析，澄清一下人 

们认识上的误区。 

民营经济是人们对具有经营 自主性的 “非政府经济” 

给予的约定俗成的称谓。简单来说，民营经济就是由民间 

人士、民间组织、民间机构经营的经济，它是从经营的角 

度出发，相对于国营来说的，凡国营以外的都可以称之为 

民营。由于民营经济不是一个所有制概念，包括的范围很 

广，即除了国有国营以外的经济都是。从实践来看，现实 

中的民营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主要有七大块内容。我 

们分别来分析一下它们的产生背景及发展状况。 
一

、 个体经济 

个体经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国家政策放宽 

后重新发展起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体经济既是独 

立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少许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是一般劳动者谋生和就业的主要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意识 

形态障碍，所以发展的势头很猛。到2002年底，我国个体 

工商户已发展到2377万户，从业人员4743万人，注册资 

金3782亿元。以前我们常说：“要想快点富，发展个体户， 

发展一个个体户，消灭一个贫困户”。随着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个 

体经济也从配角升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消灭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经济。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当私营经济在我国出现和发展 

时，在开始的一段时间，不少人竭力反对，包括有的领导 

人。当时的中央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不是立即制止， 

而是先调查研究再说。中央的政策到 1987年才明确，允许 

存在，到1988年修改 《宪法》时取得合法地位。1992年邓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发展的步伐才进一步加快。 

到2002年底，私营企业达到 243万户，从业人员 3409万 

人。这就告诉我们，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是不以 

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就在于它 

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好应了马克思的一句话： 

“无论什么生产关系，当它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是 

不会消亡的。”私营经济是新的生产力的成长点，“出现一 

户私营企业，带动周围一片”，甚至还代表了比个体户更高 

的生产力。 

三、外资经济 

外资经济一律属于私有制经济，并且是在改革开放以 

后，由于我们积极引进外资而发展起来的。根据商务部材 

料，2002年外资经济实现工业增加值8091亿元，占全国工 

业增加值的25．7％，出口额 1699．37亿美元，其出口增加 

值占全国61．9％，外资企业2002年纳税占全国税收总额比 

重是2O．44％。有些地方就是直接依据外资经济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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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江苏省的昆山市主要依靠外资，财政收入以每年 40％ 

速度增长。实践证明，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对于解决我们 

资金不足、学习外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出口创汇、提高 

地方的经济实力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民营科技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诞生于 8O年代，成长于 9O年代，是9O 

年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领头羊，是我国新的 

经济增长点。民营科技企业中既有民间的投资，也有公有 

的投资和资产。这种经济主要是在大中城市发展，多半集 

中在开发区。全国总数大约有二十万户左右，其中有一些 

已经在上海、深圳或海外上市，成了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 

业，像联想、四通、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等。民营科技 

企业已经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对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五、乡镇企业 

这一部分经济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当时鉴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来的 

社队企业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这些企业而改称为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包括的所有制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形式有乡 

镇投资办的企业，村委会集资办的企业，农户或农村居民 

合办的联产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个别地方甚至有 

外商或国家的投资。正因为这部分经济不受国家控制，又 

符合市场取向改革的需要，一开始就彻底面向市场。到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 ，曾一度发展到2400多万户，从业人员一 

亿二千多万，所以邓小平夸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三分天 

下有其一。 

九十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体制上存在政企不分的弱点 

体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乡镇、村委投资办的企业，企业 

领导人自然都由乡、镇政府或村委任命，产权责任并不明 

确。从长远发展观点看，这类企业必须深化改革。近几年 

我国乡镇企业普遍进行改制，据调查，全国乡镇企业中有 

83％到86％已改成为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目前苏 

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已达97％。改革的实质是进一步民营化， 

所以近年来乡镇企业的总数有所减少，但活力和素质提高 

了。 

六、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最早是在8O年代中期，作为老集体企业改 

革的突破口提出来的，为了真正办好集体经济，便提出了 

股份式合作的改革，并终于形成了股份合作制的概念。其 

特点有二：一是它的产权相对清晰，这是相对老集体企业 

说的，因为企业内部有了职工的股份；二是政企分开了， 

企业归私人老板或职工管理了，也就是开始民营了。正因 

为这两个特点，受到群众的拥护，符合改革的需要，其发 

展有不可阻挡之势。 

我们在理解股份合作制这个概念时要澄清这样一个概 

念，股份合作制不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股份合作制 

的本质是合作制，合作制最符合马克思说的 “自由人联合 

体”概念，对股份合作制的规范最终落脚点也要把它办成 

真正的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是资本的联合，它遵循的 

是股权原则；而合作制企业是劳动的联合，它实行一人一 

票原则。两种形式各有各 自的适用范围：大中型企业适宜 

搞股份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 目标；小型企业适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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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股份合作制 ，企业越小，吸收职工入股，职工才会感到 

自己是主人公。一般国有小企业集体企业改制中，宜把股 

份合作制作为首选形式。在现实中有人硬把股份合作制理 

解为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说它既有股份制的优点又有 

合作制的长处，因而在实践中股份合作制变成了一个大筐， 

什么都往里边装，除了合作制企业，也包含有相当多的私 

人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实际上把它们划分为股份 

合作制是很不规范的。 

七、国有民营企业 

企业的所有制不变，仍然为国有制，但经营却改变为 

私人或民间组织经营了。经营的形式为租赁、承包、委托、 

代理等。这种国有民营形式最早是九十年代初在一些地方 

(如安徽铜陵市)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把国有小企业搞好， 

后来在其它地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也采用了。如深圳市国 

有中兴公司，就是由民营企业家担任总经理来经营的，这 

实质就是公有制经济采用民营的方式。十六届三中全会 

《决定》里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 

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 

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落实到现实当中，实际 

就是国有企业如何引入非公有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 

当中。各地实践证明，采用国有民营的方式取得了明显效 

益，使一批濒临倒闭的国有、集体企业获得新生。 

除此之外，现实经济关系中还有两大块我没有把它们 

包括在民营经济的范围之内，它们分别是股份制企业和老 

集体企业。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从理论上说毫无疑问是民营 

经济，但我国现实中的股份制企业 ，特别是一千二百多家 

上市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家控股，统计上也还把它们当 

作国有企业看待，因而不能认为是民营企业。只有股份制 

企业中由私营企业改制的股份制企业，或由社会股为主组 

成的股份制企业 ，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但这类企业数量 

不多。至于城镇老集体企业，全国有几十万户，从道理上 

说它们也应该是民营经济，但改革二十多年了，直到现在 

它们还没有实行政企分开，而继续采取了 “二国营”的模 

式，因而也不能认为是民营企业。 

这就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多种多样，只 

有对它们的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把 

问题弄清楚。这样分析我们就发现，民营经济的概念比非 

公有制经济的概念要宽，既突出了以民为本的含义，又淡 

化了所有制成分。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随着股份制、 

联营等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界限确实出 

现了模糊的趋势，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淡化所有制不是没有 

道理的。在这里我们研究问题的实质不是要否定所有制， 

而是要把所有和经营区别开来。从经营的角度来讲，这七 

大块都是民营经济，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前三部分是民 

营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后四块不是所有制概念。尽管 

在现实中是独立存在的，但是从企业来说又是互相包容和 

交叉的。例如乡镇企业中既有个体、私营企业，也有股份 

合作制企业；同样，民营科技企业中也是既有私营企业也 

有国有民营企业，它们只有用民营经济的概念才能包括进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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