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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宏观因素分析 

周鲜 华 
(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摘 要]我国的民营企业近几年从兴盛走向衰落，这已不是个别、偶然现象，与宏观因素 

和微观因素都有着不可回避的关系。笔者从三个方面对民营企业的宏观因素进行分析，提出 

问题并找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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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飞速发展之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 

连不断地进入下滑阶段。从“巨人”的破产，到“三株”的衰落，从“飞龙”的滑坡，到“爱多” 

的失败，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与诸多宏观和微观因素有着不同回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 

以下三个方面对宏观因素的影响做一下探讨。 

一

、政策因素 

民营企业从产生那天起，就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她的成长壮大离不开政府 

的培育。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旧有的政府支配 

企业、干涉企业的模式未能打破，企业所需要的全新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尚未形 

成。 

(一)问题 

1．政策缺乏公平性。由于民营企业具有“民营”性质，在市场准人方面受到了诸多限 

制，一些效益好、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被国营企业所垄断，禁止民营企业介入，这对民营企业 

来说是不公平的。 

2．政策缺乏灵活性。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本位主义的考虑，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限制企业到外地投资发展，限制到异地采购原材料，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等等，这 

无疑干预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捆住了企业的手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了自由。 

(二)对策 

1．政府作为管理机构，对待企业应该一视同仁，既不歧视民营企业，也不偏爱某一家 

民营企业，公平地管理社会事务，公平对待所有企业，更不要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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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职能的转换。 

2．随着国有企业民营化步伐的加快，民营企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所以，从 

长期战略发展来考虑，应该放弃对民营企业市场进入的种种限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公共 

部门，鼓励和引导其投资于教育、旅游、环保等成长性好的领域。 

二、融资问题 

党的十五大已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些 

地区仍存在“公”“私”不平等的现象，尤其在资金领域，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融通资金 

困难，大部分民营企业患上“贫血症”，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一)问题 

1．间接融资的困难重重。金融机构注重内部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逐步加强， 

由于民营企业的产权私有，不像国有企业有庞大的国有资本做后盾，银行不敢向其提供信 

用贷款。由于民营企业大多都是由几千元起家的“小作坊”发展而来的，资金实力薄弱，没 

有充足的资产可供抵押，又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急于扩大影响，追求短期效益，使得他们 

的经营风险加大，没有企业、组织愿意为其提供担保，因此，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贷 

款数量很少。 

2．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发育尚未成熟，为尽量缩减资本 

市场的风险，保护资本市场的稳健运营，对民营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也有诸多限 

制，所以，这一融资渠道也难以利用。从内部筹资来看，民营企业底子薄，自我积累不足。 

内部自有现金流量难以支撑日常运转，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3．不正常的融资方式加大了企业的风险。有些民营企业在融资空间狭小的情况下。 

就另辟蹊径，靠供应商、代理商为其融资，即：由经销商交保证金、预付款，由供应商先供应 

材料启动生产。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好处，可以将上游厂家和下游商家捆在一起，形成一定 

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但资金成本高，风险极大。一旦某家供应商未按期供货，就会影响 

整个生产流程，“爱多”的危机足以证明这种融资方式毁灭性的后果。那末，究竟应该为民 

营企业创造什么样的融资环境呢? 

(二)对策 

1．完善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要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为民营企业服 

务的职能部门，加强金融服务管理，加快建立民营企业在金融机构的信用档案，在此基础 

上，尽快组建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2．利用资本市场拓展民营企业的融资空间。构建二板市场，使产权不清的民营企业 

可以通过募集方式融资并上市流通，民营企业在产权分割清晰化之后，使个人私有成果得 

到最可靠的保证，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此外，民营企业在主板市场的上市资 

质审查应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3．建立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与监控体系，提高民营企业的信誉度；建立有利于民营 

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政府应在外部环境和支持体系的建设上提供帮助，同时 

又要避免直接干预。 

三、竞争环境 

(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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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事难度较大。改革开放虽有 20余年，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思想 

观念仍难以改变，总是在“公”与“私”的问题上绕圈子，处理工作时对“官办”和“民营”的态 

度截然不同，使得民营企业家叫苦连天，于是拉关系、走后门、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现象 

开始泛滥，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加大了民营企业的运营难度。 

2．税费负担沉重。民营企业在艰苦创业的同时，还要经常应付各种名目的合理、不 

合理的税费，使他们只能在本就不大的生存空间中负重前行，压得民营企业难有喘息的机 

会。 

3．市场竞争无序。民营企业在创新初期，大多数是以市场为导向，开发、生产市场需 

要的畅销产品，弥补了市场空白，所以迅速成长起来。但随着进入市场的商家越来越多， 

而市场需求量又不断地趋于饱和，于是同行之间为抢占市场，纷纷打起了价格战，结果往 

往以“几败俱伤”宣告结束，使民营企业大伤元气。 

(二)对策 

1．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提倡廉洁自律。同时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修改与宪法 

修正案精神不相符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针对民营企业的单项法规，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2．规范税费，减轻民营企业负担。对民营企业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实行投 

资的所得税抵扣，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和从事信息业、咨询业、技术服务业等智力密集企业 

以及吸纳下岗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实行相应的所得税优惠，对民营企业税后利 

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其他投资的免收个人所得税，对民营企业科技含量高、更新周期 

短的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等。 

3．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提高民营企业社会服 

务的市场化水平，建立民间商会等行业性自律组织，对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引导、监 

管和协调，尽量避免行业间的恶性竞争。 

An Analysis of the Macro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usinesses 

ZHOU Xiall—．hua 

(College ofManagement，Harbin Institute ofTechno／ogy，Harb／n 150006，Ch／na) 

Abstract：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se and fell over the past few years．which is no single or ac． 

cidental occurrence．It is inextricably related to the macro and micro factors．hna~ym g the ma~l'O 

factors for the private business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the writer raises questions and pmpose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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