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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为能力 ．从企业的运行机制来讲 ，必然是 “自主 

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的机制。在市场 

竞争中．由于民营企业没有“保护伞”，它只能靠 自身的 

实力在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这就迫使 民营企业必 

须面向市场 ．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自主决策．在生产经营 

中必须依靠科技进行不断创新 ．不断开发新产品，开拓 

新市场．以谋求企业的发展壮太 同时 ．在民营企业 内 

部从来就不存在“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也不讲论 

资排辈 ，行政级别高低 ，而是实行“能者上．庸者下 的 

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 ，实行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 

利益分配机制等。 

总之 ，以上民营企业在整体上所表现出的两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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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特征与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 、人才 、技术 、管理等各 

个方面所具有的相对优势结台起来 ．必然会形成一种 

强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正是民营经济的生命力所在．由 

此决定了民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获得成功。 

二、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民营经济 其自身的优势以及较好的生存和发展 

环境 ，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然而．在其发 

展过程中．客观上又存在着不少来自外部的人为制约、 

障碍以及 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 为使民营经济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应着重注意解决以下问题c 

(_一)解放思想是首要前提。民营经济在 l0多年的 

发展过程中，尽管理论界和民间各种争议不断，但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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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对发展民营经济抱 以积极态度 ， 

对其贡献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加以大力 

扶持和鼓励 ．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然 

而，由于长期争论不休的政治上 的 异己论”．思想上的 

恐资论”，认识上的 冲击论”的负面影响，来 自社会的 

对民营经济根探蒂固的各种偏见 尚未彻底消脒 。片面 

夸太民营经济消极因素的现象给民营经济的发展蒙上 

了一层胡影。放手发展 民营经济 ，必须首先消睬社会 

各方面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偏见和思想顾虑 ，充分认识 

是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悻匍总格 局中的地位 ， 

深刻领会和贯彻党和政府在现 阶段发展民营经 济的方 

针政策，使更多的人认识到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在思想上 

和行动上做判 ：政 治上给地位 ，政策上给扶持 ，经营上 

给环境 ，发展上给条件。 

(二)放宽放播政策仍是必备条件。对民营经济放 

宽效活政策，最首要的是真正把 民营经济作为重要 的 

经济成分来抓 ，逸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捷径。中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从战略高 

度和政策角度支持一个最具活力 、发展最 的经济成 

分来加速发展 ，承担这一重任的无疑是 民营经济=这 

样做既有利于经济持续 、快速 、稳定发展 ．又是对民营 

经济政策的最大放活。从产业政策上 ，不能把民营经 

济始终看作 拾遗补缺”酌角色，除少量必须 由国家垄 

断的产业部门和行业外 ，其 占产业部门和行业应准许 

民营经济涉足。从资源配置政策上 ，打破所有制界限， 

以效益杠杆衡量 ，培民营企业台理的配置。占L市场准 

人政策上 ，民营企业不应局限于一般的商品市场还应 

允许其进人包括要素市场在 内的其它市场。从企业制 

度政策上，突破行政区刘和行政级别的限制 舫重蹈 

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父子关系的覆辙 ，这是诸多政 

策因素 中最重要 、最基本 、最现实的要求 。 

(三)营造发展环境是紧要工作。民营经济因其特 

殊的成分，一方面没有主管部门 遇到困难准也不管； 

另一方面，作为无主管部门的企业叉谁都可以管，“吃 、 

拿 、压 ，卡”随处可见 ． 三乱 现象泛滥成灾。遗种不正 

常环境妨碑着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全方位优 

化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环境是首要工作 一是要引 

导广太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新时期民营经济的科 

技内涵 ，为加速发展 民营经济营造 良好的社会心理环 

境；二是园地制宜地制定有利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 

政策，营造 良好的经济政策环境；三是健全推动企业家 

和科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的机翩 ，为加速发展民营 

经济营造 良好的智能集聚环境 ；四是加强发展民营经 

济的立法建制工作 ．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为加速发 

展 民营经济营造 良好的法律保障环境。同时，各级政府 

和相关部门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好务，切实做到多服务， 

少设障．多支持 ，少责难 ，多引导 ，少干涉．齐心蜘力为 

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宽松 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四)灵活的方式方法是最需掌握的工作技巧 当 

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地域上看。还是从产业结 

构上看 ．都还很不平衡 ，加之它有着典型的地方经济属 

性 ，因而不能机槭地用抓国有企业 和乡镇企业的方式 

去抓民营经济，不艋捕 横式化 ，只能因地制宜 对 民 

营经济发展较差的地方 ，着眼点煎在发展起点高产业 

上 ，由少到多 ，由小到大，以多取胜．小步快跑．早出成 

效。对民营经济发晨有～定 的基础的地方 ，应重点在培 

育骨干企业 、注重扩规模 、上档次 、增效益上下功夫。对 

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方 ，应把重点放在引导民营企业 

向高层次谋划 ，引导其参人国有集体企业改革，走兼 

并 、购买 、租赞及股份制的路子 ，壮大经济实力，提高科 

技含量 ，改善经营管理 ，组建集团化龙头企业 ．并充分 

得用龙头企业的示范 、辐射作用 ，带动当地民营，止业从 

粗放扩张向资本扩张转化。城 、乡民营经济由于各 自不 

同的生存 、发展环境，要有区别地做好其发展方向的-j{ 

导。在农村，更适台走发展特色经济的路子。大力发艇 

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实体．是最适 台扬其所长酌组 

形式，也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在城市，引导其与 

大工业配套，同高科技结台 ，二 、三产业并重，同城市产 

业结构调整相融合 ，是摄具生命力的发展路子。 

f五)人是一切因素中的关键因素。民营经蒋在市 

场竞争中的竞争力首先取决于民营企业实体的素质和 

科技人才的水平。高素质人才是民营经跻的“血液”，人 

员素质低下必然导致 民营企业 贫血”。昆营经济组织 

中的业主和从业人员来 自社会各个方面 ，个人素质 良 

莠不齐，整体素质低下，具体表现在：一是民营企业科 

技和管理人才匮乏 ，人才结构不台理 ；二是业主中，一 

部分人小农经济意识较浓，不思进取，只求 “小富即 

安”：一部分人随着企业壮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面临 

难以驾驭企业迅速膨胀 的局面，自身具有的素质潜力 

使企业很难再有突破 所以，提高人的素质对民营企业 

而言．比起市场，资金，信息等因素显得更为重要。针对 

当前民营企业的客观现状。首先，提高业主 自身素质， 

增强其驾职企业和市场的能力是当务之急。其冼，在抓 

好对从业人员业务知识 、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用经 济 

的，行政 的、教育的手段 多管齐下 ，推动各类人才向民 

营企业流动．改善民营企业人才结构 ，提 高企业经营管 

理水平 ．是一个 急待解决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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