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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与全国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相比还存在投资总 

量小、比重低、结构不优、效益不高等问题。除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与引导外，民营企业也应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自身素质，向集约型转变，不断壮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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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the past years Heil0Il商iang has wim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private sectors．In contrast to that of eco- 

n~n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s。s0lI1e defects still exist as small volume ofinvestment-low ratio，looseinfrastructure andind 

ficiency．Private sectors aIe expectedtotuild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Ⅱlds．Furthermore-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as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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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以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鼓励 

和扩大民间投资政策措施的推动下，黑龙江省民营企 

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加快，涉及领域不 

断拓宽，对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与江浙一带较大的民间资本拥 

有量相比，黑龙江省民间投资仍不够活跃。“黑龙江 

省老工业基地整体上动力不足，机制不活，发展不够 

快的症结之一是民营经济发展较慢”。面对机遇和挑 

战，黑龙江省的民营经济必须做强做大，彻底实现全 

省民间投资的有效增长。 

一

、 黑龙江省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涌现 

出一批发展实力强劲，在全国叫得响的优秀民营企 

业。这些民营企业经营项 目涉及医药、建筑、建材、 

商业、电子通讯、教育等二十个大领域。民间对外贸 

易 (重点对俄罗斯贸易)也由过去的个体以家庭倒货 

为主转变为集团化贸易。但黑龙江省民营企业与全国 

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相比还存在投资总量小、比重 

低、结构不优、效益不高等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省民营企业各项指标分析： 

[收稿日期]2OO4—12—02 

2003年，黑龙江省民间投资总量已达 425亿元，比 

2(X)2年增长 15．8％，占全社会总投资的 34．7％，投 

资比重为 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在投资总量上 

仍然不高。2003年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分别比山东省 

和浙江省少 2 677．9亿元和2 444．7亿元。2003年，黑 

龙江省民间投资增速与全国水平相比相差 20．3个百 

分点，增长速度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27位。 

黑龙江省民营企业起步较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 

比重不大。2003年全省工业中民营企业工业产值只 

有 10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4．20／'0，低于全国 

民营工业产值 占全国比重 (11．7％)7．5个百分点。 

此外，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小， 

只有 27．7％，不仅大幅度低于浙江、福建民营经济 

都已超过 60％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规模 

小、实力弱是黑龙江省民营经济的又一差距。目前， 

在黑龙江省现有的 31．5万户中小企业中，注册资金 

超千万元的只有 667户。 

二、民营企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特殊贡献 

虽然黑龙江民营经济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诸多差 

距，但在增加就业岗位、吸收城镇剩余劳动力方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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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对公有制经济又是一个必要的、有意义的补充。 

黑龙江省是—个资源大省，具有特色的民营经济已安置 

了一些劳动力。随着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大批年轻 

的、有实践经验的下岗职工正在被民营企业接收，这对 

缓解社会压力、稳定社会局面会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由于民营企业摒弃了国有企业机构庞大臃 

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人尽其职，雷厉风行，不 

设多余岗位，勤俭节约，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这是民营企业能自觉培养高觉悟人才的先天条 

件，也是民营企业对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发展黑龙江省民营企业的机遇与条件 

2O04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 

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以 “加大扶持力度，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为题，详细 

阐述了发展民营经济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当地 

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和采取的政策、措施。 

2OO4年上半年，黑龙江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 

为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经济 

的支持力度，缓解民营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目前，已 

有 7家银行累计向民营企业放贷 194．5亿元，为民营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黑龙江省中小企 

业局还积极为民营企业引进人才搭建平台，举办中、 

高级人才招聘会，有4万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和社会科 

技人才选择应聘岗位，收到良好效果。 

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宣传力度是黑龙江省政府另一 

项重要工作。通过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发展民营经济的 

重要作用，提高民营企业的社会地位，不仅改变了人 

们对民营企业的看法，而且使发展民营经济深入人 

心。政府还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鼓励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大对科技含量高的企 

业扶持力度，从资金、审批、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支 

持，从而使企业的高新技术成果能快速转化为生产 

力，带动企业发展。 

2OO4年前三季度，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完成 222．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5％，所占比重达 31．3％。 

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达25O．3万户，其中私营企业 

20．5万户、个体工商户 229．8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 

实现661．8亿元，同比增长 11．8％。2004年，黑龙江 

省培育和扶持 30个营业收入亿元以上，70个营业收 

入 5 O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外向型、生产型的民营 

企业大户，并实施了民营科技 “巨星”企业计划。 

四、加强民营企业自身的改革与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拼搏中，企业长久生存需要的是自身 

素质，即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因此，如何把民营企业建 

成产业多元化、资本社会化、经营国际化、管理科学化 

的百年企业集团，应依靠自身不断地完善和丰富。 

1．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打破民营经济家族 

式产权结构，从体制上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家族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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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中要过好 “亲情关”、 “朋友关”、“子女关”。 

民营企业应以自身的魅力文化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加盟。 

例如，企业每年都可选派优秀人员到重点大学和著名企 

业 (如海尔集团)学习考察，把前沿的管理知识和先进 

的生产经验带回企业，并确立锐意进取、科学创新的现 

代企业文化。企业的成功是企业本身科学管理的成功。 

企业对人才的渴望，也是人才能在企业中找到充分发挥 

自己聪明才智的归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2．提高民营经营者素质。民营企业家必须加强 

学习，开阔视野并转变经营理念。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加强科学管理，企业家本身必须掌握最新的管理 

方法，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各项规章制 

度。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丰富管理知识。实践证 

明，一个会学习能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并不断寻 

求新知识的领导，他的企业也必将成为一个学习性的 

组织，从而带动各个环节努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对于民营企业，浓厚的学习、思考和创新氛围能使企 

业始终充满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3．推动民营企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当 

前，黑龙江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相当一部分民 

营企业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关键是生 

产技术的装备比较落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 

应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增加研究发展资金，通过技术 

创新支撑知识产权目标的实现。应与各高等学校的专业 

研究部I'-l；~n强合作，开发民营科技创新新局面。 

4．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黑龙江省民营 

企业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应积极参与国有企业 

改组改造，以民营企业的增量激活国有企业的存量， 

形成 “本省国企退，本省民企进”的局面。但实际 

上，在对黑龙江省重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皇帝 

的女儿”大多被外省市民营企业优先 “娶”走，比较 

优势资源在重新整合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又慢了一 

步，这一点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5．依托地缘优势，发展对俄罗斯的贸易。黑龙 

江省政府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实施 “走出去”的战略。 

在这一政策鼓励下，有条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应到 

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以现有设备和技术，从事散件组 

装和生产加工。在民间贸易发展过程中，有些企业和 

个人不注重长期效益，把质次价低的货品以坏充好销 

往国外，总想 “捞一把就撤”。我们从个别地区、个 

别企业和个人的错误举动中看到，那些只注重眼前利 

益的企业不仅失去了大量的利润，而且也损害了我国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质优价廉整体形象。近年来，黑 

龙江省对俄罗斯民间贸易 日趋活跃，大的企业集团也 

应运而生，他们利用俄罗斯广袤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 

矿产资源不断的把企业做强做大，不仅支持了我国的 

经济建设，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民营企业是市场 

经济的源发形态，它和国外市场契合度强，所以我们 

要做大外贸的主体企业”，积极发展对俄罗斯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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