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543215436

10位ISBN编号：7543215438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格致出版社

作者：刘小玄

页数：396

字数：39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前言

　　当我提笔写这本书时，思绪不禁又回到了30年前。
30年前的1978年，是我踏人大学的第一年，也是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
不过，我当时还未曾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年实际上也是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此之后，我们和祖国一起，共同开始了全新的生命历程，也开始亲历了改革大潮带来的风风雨雨。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就参加了经济所刚成立的国有制改革课题组，课题前后持续了5年多的时
间。
后来，我又参加了世界银行资助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比较的课题组，参与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大都
与企业改革有关。
因此，可以说我们一直见证和经历着改革的每一步进程，总是处在企业改革的第一线进行观察和思考
。
　　福特基金会初次进人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确定的资助研究项目就是在经济所选择
了两个课题，其一就是国有制改革。
课题完全按照国外实证研究的规范进行，讨论调查的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培训
调查人员，发放问卷并回收，将问卷数据录入计算机，然后清理数据，计算数据和分析数据，得到统
计描述和假设检验的经验数据的结果，最后形成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这项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进行的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当年的研究团队的成员，下海的，退休
的，出国的，改行的，调离的，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20年弹指一挥间，当我再去寻找当年的一些调查材料时，泛黄的纸张，印装简单的小册子和书籍，都
似乎在显示着某些历史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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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最值得记录的一页就是企业革命。
本书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四种类型的企业（国有、民营、股份和外资）为主体，
按照它们的发展时间的顺序，以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主线，追溯企业在制度或市场环境下的
互动行为及其演化过程，发现其中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因，发现这种变迁的主要推动者。
    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30年的大历史发展线索来展开的，因此主要着眼于大的框架布局和重大事件，
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实证描述和理论解释。
    这本书的框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四种类型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它们的发展
时间的顺序，以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主线，追溯企业在制度或市场环境下的互动行为及其演
化过程，发现其中推动制度变迁的原因，发现这种变迁的主要推动者。
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30年的大历史发展线索来展开的，因此主要着眼于大的框架布局和重大事件，并
为此提供相应的实证描述和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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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企业总体发展：市场化进程和所有制变化特征　　1976年“四人帮”的下台，标志着“文革”
的结束。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到了“左”的极端，全国上上下下不满，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加上国门的打
开，大家普遍感受到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对计划体制和国有制经济开始反思。
上层领导及学者对过去的以意识形态来指导经济发展路径开始反思，民众迫切要求摆脱贫困，提高生
活水平。
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的各阶层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当时诉诸改革开放的根本动机
。
　　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当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的高考招生，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最高决策者的思想解放，到最基层的农民要求获得自身权益的觉醒意识，从那个时代开始进行培养
人才的准备，到打开通向发达市场经济世界的国门，这一切都预示着，从此中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一
个全新的时代。
　　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政府有关领导曾经策划过一
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包括120个大型项目等，如矿山、钢铁和石油化
工设备等等。
其中，钢铁产量需要翻一番多，计划在1985年达到6000万吨。
据估计，这些钢铁的计划指标必须花费400亿美元的外汇才能实现，而1978年中国的全部出口所得只
有97.5亿美元。
由于这些目标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实际支付能力，决策层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目标，取消或推迟了许多已
经与外国签订的合同。
不过，尽管如此，在1978年底，中国仍旧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
从1978年最早引进宝钢的生产线，到80年代各地区都大量引进各种国外设备和技术，“引进”成为这
个阶段工业企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不过，单纯靠引进来使中国富强是不可能的，无论从硬件来看，还是从软件来看，中国与发达国
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要想富强还是要靠自己的内在力量。
中国的企业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低效率、官僚化、不求进取、吃大锅饭，那就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任。
因此，通过企业制度的改革，激发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出新的财富和价值源泉，则成为当时最
为必要和迫切的任务之一。
　　1.1　市场化：自由进入和企业数目迅速增长　　市场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在于，个人具有进入
市场的自由。
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天方夜谭的个人办企业行为，在市场化政策下，都成为了可能。
过去有谁想到过自己去办企业?那是政府的事情，个人绝无这种自由，既不会得到批准，也没有相应的
资源，即使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搞起来，也更是会受到种种歧视和封杀，动辄受到批判，甚至坐牢。
然而，在市场化的导向下，创业是光荣的，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是无数人愿意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成功
的方向。
因此，我们衡量进入市场自由度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看企业数目的增加。
企业数目的大量增长，往往标志市场自由放开程度的增长。
　　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伴随着市场的放开，大量的个人创业者涌现出来，他们纷纷创办个体企业
，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大批私营企业。
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都成了创业者，他们白手起家，依靠对市场需求
机会的把握，凭借摆脱贫困的渴望和希望，办起了自己的简陋企业、窝棚作坊，并在这个基础上，逐
渐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
　　根据全国工商总局对个体工商户的统计，1981年的全国所有个体企业的初始数目是182万多家，此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后每年都有上百万家企业的增长。
尤其在1983-1985年期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每年增长200多万家个体企业。
1989年出现了一个低谷，企业数量一下子锐减200多万家。
此后，又开始逐渐上升，至1992年又开始出现了另一个高峰增长期。
1992年当年个体企业数增长100多万，1993年增长200多万，1994年增长400多万，1995年增长300多万，
此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仍然以每年100-200多万左右的数量增长，直至1999年。
从2000年开始，个体企业数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比上年锐减588万家，2001年又减少100多万家，2002
年减少50多万家，直至2005年才止跌回升，至2006年个体企业数为2595多万家，仍低于1999年3160多万
家的水平。
图1.1提供了30年来个体企业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始料未及的，这是市场化闸门打开的结果，是千千万万农民在当时的制度
环境下所寻求的一种能被社会主流所认同或接受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从初始的1978年的152万户，猛增至1988年的1888
万多户。
1989年的经济低谷对乡镇企业的影响似乎并不太大，紧接着在1992年乡镇企业又开始了新的增长，直
至1993年达到顶峰，达到2453万户。
此后，乡镇企业就再也没有超过这个峰值，仅保持着某种低速的缓慢增长态势。
　　虽然个体企业的数据早就有所统计，但私营企业的统计数字直至1989年才开始在国家工商局提供
的年鉴中出现，此前根本就没有这个统计栏目。
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最早是在199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中，才出现了私营企业的统计范畴。
在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年鉴中，最早的关于私营企业的统计数字也只能追溯到1999年。
这表明，私营企业获得政府的某种正式认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阶段。
　　私营企业实际上是在个体企业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而形成的。
私营企业能够得到比较正式的承认大约是在1992年之后，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都不得不戴着
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只是在外部大环境放宽之后的1992年，私营企业才获得了迅速的
发展。
从1989年的9万余户，到1992年的13.9万多户，此后的几年，私营企业每年以10-30万户的数量增长，
至2002年之后，每年的企业增长数竟然达到40-60多万户。
至2006年，私营企业的总数已经接近500万家，如果不考虑20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的话，私营企业则可
以成为中国经济中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
　　股份公司是改革后半期至今最活跃的企业组织，从有股份企业的统计数据的1995年以来，这类公
司迅速增长，并成为中国企业的中坚力量。
其中，股份合作企业是许多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首选，自1995年以来获得迅速发展，达到将
近14万户，至2004年已达24.79万户，不过，此后就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直至2006年下降到18万多户。
　　然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则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股份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各种改制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及新创立的公司，都乐意选择这种
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在短短的12年内，很快就从初始时期的17多万户，增长至80多万户。
　　改革开放初始的1980年，外资企业在中国仅有7家，第二年即达到82家，此后每年都成倍增长，10
年期间，从几家发展到几万家。
然而真正的高速发展是在1991年之后，1992年的外资企业数目猛增至8万多家，比上年净增近5万家
，1993年则在1992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达到16万多家。
至1996年，外企数量达到24万多家。
此后，略有下降，并大致保持在20万家的水平上。
不过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又开始了新一轮增长，每年递增1-2万家，至2006年，总计达到27万多家
。
　　然而，与上述企业都在迅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国有与集体企业则表现为下降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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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在1988年有一个小的增长高峰，至1990年跌落谷底，1992年后又取得迅速增长，至1995年达到
顶峰，为221万多户。
此后，国有企业就开始一直不断缩减其数量，至2006年，全国国企数目约为71万多户。
虽然从数量上，国企减少了，但从总体上看，它们仍然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以上几种类型的企业发展趋势可以看到，在1994-1995年前，所有的企业都大致保持着增长的
趋势，不论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或者外资企业。
由于计划经济带来的市场需求的饥渴和供应的不足，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这段改革初始时期分享到市
场改革带来的蛋糕增大的好处。
　　然而，从1994-1995年之后，国企和集体企业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个体企业、私企、乡企等
企业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同时，从1994-1995年之后股份企业开始大量出现，其增长速度也令人
瞩目。
这些都表明，在1994-1995年之后的发展阶段中，市场不再是大量的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市场竞争真
正开始出现了，这时就不再会有各类企业的共同增长，而是有进有退、优胜劣汰了，这也是市场化发
展的必然结果。
市场竞争让企业不得不进行重新选择，那些最能够给企业带来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组织，
便成为多数企业的最优选择。
　　通过这个较长时期的企业数量变化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企业是如何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进行选
择的。
这个选择过程伴随着那些不适应于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大量退出，或者关闭破产，或者重组
转变为股份企业，或者实行民营改制的结果。
总之，市场化打破了单一类型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企业的自由进出，不同所有制的多元化，这
些都导致市场竞争愈益激烈，导致国企与集体企业进行重组改制，以便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这是在这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这也是中国经济走向开放自由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
　　1.2　市场化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市场放开一方面导致大量的自发创业的企业涌现，另一方
面也导致原有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制企业单一化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企业所有制出现，从最基层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到基层农村的乡镇企业，从小
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到大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从街道居委会层次上的新办企业，到中
央一级的大型企业，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企业进行登记注册时，我们可以见到共有23种形式的企业所有制类型，即国有、集体、股份合
作、各类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独资与合伙、私营股份、港
澳台合作合资或独资、外商合作合资或独资等，这些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类型便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
单位的多元化基础，也是市场放开政策下经济主体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
　　尽管存在多种形式或类型，但是总的概括起来，这些不同的组织形式可以归结为三大所有制特征
的企业分类，即国有、民营和外资。
具体来说，国有范畴包括传统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外商或港澳台投资企业包括
外商或港澳台投资占25％以上的企业，除了国有范畴和外商范畴之外的就是内资民营企业的范畴。
根据这样的分类范畴，我们可以得到图1.7，其表明30年来，在工业领域中这三大类企业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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