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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崛起与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富活力、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经济转型、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源。
全面回顾和评价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现状和问题是促进民营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
本报告以大量的事实、数据、案例以及深入独到的理论分析描述了民营企业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全景和目前现状，为中国的转轨时期提供了第一手的丰富史料和文献记录，也提
供了民营企业全方位的发展历程和轨迹。
这些报告既为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翔实资料和分析依据，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民营企
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参考，更为民营企业自身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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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是全国工商联发起并组织编写的第一本《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因此，这个报告不仅对于
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做了详尽的描述，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营企业的整个发展历程做了一次较
全面的回顾。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
当我们重新翻开历史的一页时，的确有很多的新感受。
尽管这些历史也许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它
的时候，就会发现，“以史为鉴”是多么重要。
　　从私营企业的国有化，到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其间我们国家经历过反复与波折。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痛苦的教训，体会了贫穷和落后，丧失过发展的机遇，也遭遇过太多的
困惑。
这种困惑，甚至到了今天还仍然在缠绕着人们。
　　正如书中所说，“在所有制转轨和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企业的产权价值是非常难以测
定的，是谁也说不清的东西。
这是因为在两种不同所有制系统之间缺少一种共同的参照系标准”。
“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是共生共存的，没有市场的自由，企业的产权就失去意义，企业也不再具有原
来的价值，这也是当初之所以民族资本家很快就交出了自己的企业、因而很迅速或容易地就实现了国
有化改造的原因”。
同样，对于今天来说，“市场自由竞争导致了国有中小企业产权的大量贬值，因而导致国有中小企业
民营化的普遍发生。
这时，企业产权归谁所有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取决于谁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取决于谁能更
合理地配置各种市场要素资源”。
　　因此，只有在目前的转轨时期，这种困惑才普遍必然的存在。
这是因为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与民营化的市场经济观念的碰撞，因为两种不同体制及其运行规则在现实
中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
由于中国发展的渐进性和传统意识观念的滞后性，这种矛盾尤其突出。
因而邓小平才提出，不去争论，发展是硬道理。
还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我们总是纠缠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将来。
所以，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把确立一种统一的市场经济和相应的平等竞争规则
的经济基础，作为能否成功实现转轨的关键。
　　现在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
，大家各行其道，那么必然撞车，难以达到和谐。
就像公共交通应当有一个统一规则一样，社会经济也一样。
在目前的转轨时期，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否则，大家在旧轨道上走惯了，过去的惯性总是本能地冒
出来，结果必然会妨碍我们在新轨道上的运行，妨碍新规则的行使。
　　民营企业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才能健康发展和成长，才能成长为社会经济的基础、支柱和脊
梁。
因此，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首先就要确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性，政府力求成为市场的公平裁判，
而绝不能把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会大大助长“权钱交易”式的寻租腐败，就不能确保社
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平等和稳定。
　　本书对于历史回顾的总结提到：“市场化和相应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
要。
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彻底摆脱过去上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发展的关键。
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是仅仅把民营企业和市场化作为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要明确
地以奠定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为目标，以此作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根本大计。
”这些或许是我们应当从历史回顾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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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振奋的是，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
，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调发展指出了方向。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大量的经验数据出发，详尽地描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特征，并把民营
企业与其他企业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和分析，因而得出了一些有实证依据支持的重要结论。
　　首先，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国有企业产出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民营企
业的份额则在逐步上升。
按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口径来看，民营企业与国有及控股企业这两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越来越接
近，同时，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也很快达到了与三资企业相同的产出水平。
这表明，民营企业不仅迅速增加了总产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规模，因而形成了以三种所有制企业并
行为基础的、三足鼎立的企业发展格局。
　　其次，从就业贡献来看，在全部城镇的就业中，民营企业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
从1997年开始，以后民营企业的就业就一直持续增长，遥遥领先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至2002年，民营企业的就业比重占全部城镇就业的2／3。
由此可见，要想保持社会稳定和满足就业增长的目标，促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持续发
展是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政策目标。
　　再次，从企业之间的效益比较来看，私营企业和港澳台合资企业具有最强的对于效率的正相关作
用；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其他三资企业，它们对于效率也都具有比较强的正相关作用；集体企业和有限
责任公司对于效率的正相关作用处于大体差不多的水平，也具有积极的效应；至于国有企业以及以国
有控股为主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对于效率的积极作用则相对较低。
　　本书还提供了不少民营企业发展的案例，试图从这些鲜活的生动案例中，让人们看到民营企业艰
难发展的轨迹和来之不易的成就，怎样依靠富有活力的体制优势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张，看到民营
企业是如何在尖锐的矛盾或争议中向前发展，是如何突破重重阻碍才获得一些发展的空间，是怎样受
益于市场放开的，但又怎样落入盲目市场扩张的陷阱之中，就像我们现在来看80年代初期温州八大王
的捉放事件是多么可笑，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再来看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也会有相似的感觉
。
因此，这些都是历史的纪录，都是我们这个转轨时代最好的见证。
　　最后，我感谢这本书的全体作者，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得这本书能够及时问世；为我们大家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数据和生动的企业案例，因而能够提供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资料；对于民营企业发展
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尽可能透彻的分析，因而能够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有意义的政策依据；通
过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困惑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积极的建议，因而能促使民营企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更好地在未来获得发展。
借此机会，我也感谢所有那些参与本书的编辑、组织和协调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的共同努力，这本书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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