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 十五大 提 出 ：“非公 有制 经济是 我 国社会 主 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 济要继 续 鼓励 、引导 ，使 之 健康 发展 。这对 满足 人们 

多 样化 的需 要 ，增 加 就业 ，促进 国 民经济 的发 展有 重要 

作 用 。”这 给我 国 民营经济 带来 了 新的 发展机 遇 ．而 国 

家在 宏观 上对 民营经济 的引导 、规 范 ，以 及政 策环境 的 

日趋 完善 ．较 以往 任何 时期 都更 为 重要 。 

游戏 规 毗短蚨 

民营经济 受 到关 注 。不 仅 因为其 迅猛 的 发展 势头 

和 在 国民经济 发 展 中 日益显 著 的作 用 ，更 重 要的还 在 

于 其 巨大的发 展 潜力 。党 的十 五大 为 民营经 济潜 力 的 

发挥提供了宏观上的保证 。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社会 

构架 和 近 30年的 计划经 济体 制 ，导致 了我 国社 会 主义 

初级 阶段 民 营经济运 行 环境存 在 着市 场规 范和 游戏 规 

则短缺 现 象 。 

首先是法制建设滞后。目前 ，我国还投有一套关 

于 民营经 济 的法律 ．民营经济 在 运行 中所 依据 的法 律 

徽见于 (民法通则)、《经济合 同法)、《商标法)、《专利 

法)、《技术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比照这 些法 律法 规来 处 理 民营经济 发 晨过 程 中所遇 到 

的问题 ，既存 在缺 乏 针对 性和 可操 作性 的问题 ，也堆 于 

避 免行 政干 磺和 人 为 因素的影 响 。这样 。一 方 面 。民营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出现经济纠纷或合法权益受到 

损 害时 。得不 到法 律保 护 ；另一 方 面 。也不 利 于解 决 民 

营经济 发 展过 程 中出现 的社会 不 良现象 。 

其 次是 国 家 宏 观 调 控 对 民营 经 济 的 管 理 存 在 空 

白。据 了解 。目前 ．对 民营企 业的行 政管 理涉 及 工商 、 

税务 、物价、公安、卫生 、城建 、环保 、市容等若干部 门， 

但 尚无哪一个部 门能准确统计出民营经济经营状况的 

准 确数 据 ，各 职 能部 门对 民营 经济 的管理 既有 交叉 ，又 

存在猾洞 ．缺乏应有的协调和配合。另外 。在政府主要 

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中 ，几乎最有一个部r 堤置专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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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全 面研 究 、规 划 、监 督 、指导 民营经 济 的重大 发展 问 

题。这样 ．一方面加大了工商、税收等行豉管理的难 

度 ，另一 方面 也不利 于民营 企业 主及 时 、全 面地 领会 国 

家 的有关大 政 方针 。 

创造平等 的竟●环境 

按 照 “三个 有利 于”原则 ．鼓威 、引 导 民营经济 健康 

发展 ，需要进 一 步在 若干 方 面有所 突破 。 

首先 ．在多种 经 济成分 之 间实 行 “臣 民”持遇 平等 

民营经济运行的市场竞争环境 ．如公平税负 ，突破传统 

体 制 下把 国家 财政 的税基 过分 倚重 公 有制经 济尤 其是 

国有经 济 ，从而 培予 公有 制经 济和 国有 经济 以特 殊 于 

其 他经 济成 分 的待遇 的做 法 ，把 国家财 政收人 的来源 

扩大 到所有 的经 济成 分 ，同时 ．莲渐 公平 待遇 。这 样 ， 

既 可 以把 公 有制 经济 尤其 是 国有 经 济过 高 的税 收 负担 

降下 来 ，又 可 以在加 强对其 他非 公有 制 民营经 济 的税 

收征 臂 工作 中 ，把 整个 经 济 的税 主确 定在税 基 良性 互 

动 的合理 区间 当 中。 

其 次 。在 市场 化改 革 中，产 权 的改革 一直 处于 棱心 

地位 。这 方 面 民营经 济所 涉丑 的 问囊 显 得更 为突 出。 

虽然 ，我国<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遗刚)的颁布 ，已 

日益 表现 出对个 人所 有 财产 的尊 重 ，但对 个人 财产 权 

的保 护 尚不彻底 。而维 护 财产权 的严 肃性 是保 证 市场 

机制 高速运 行 的基础 ，也 是保证 民营经 济 高效 运行 的 

基础。有关人士提出 ，应参照国际惯例在 明确立法精 

神 的基础 上对 现 有的 财产 法规进 行惨 改 。争取 在本 世 

纪末 最后 的几 年 中形 成与 我国市 场 化改革进 程相 适 应 

的财 产法 体系 。 一 

另外 ，政府通过有条件地采取财政 、信贷措蘸 ．引 

导和 扶持 民营企 业 提 高技 术水平 、规 范企业组 织 形式 、 

实现 规模经 营 ；遥过 在 土地 瞥理制 度 、吸引个 人投 资 政 

策 等 方 面 的政 策倾 斜 。引导 民营垃 济 在 缩 小 地 区差距 

方 面 进一步 发挥 作 用 ，也 是 发展 民营经 济 的重 要 内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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