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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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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继200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后中央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鼓励民间投资的又一个重要文件，意义重大。

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激发

大就业、促进社会和谐。随着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的全面展开，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

跻身世界前列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好中央精神，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和民

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应当看到，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本投资普遍偏低，民营企业的培训费支出平均仅占其销售收入的0.27%。民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很多，包括企

员流动性大而不愿增加员工技术培训支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企业创新收益外溢严重等，但根本的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增强，随着人口自然增

局的逐渐结束，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过程的展开和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强度的加大，结构性的人力

大发展的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对企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和企业员

人才培养引进方面的投资等，由此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和发展能力，达到民营企业投资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效果，

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力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实行纵向兼并重组。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不仅存在先追求做大、后重视做强

过横向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的战略或策略。毫无疑问，横向兼并重组不仅有助于企业规避短期市场风险、收到

而且有助于企业迅速实现平面扩张、增大企业资本规模。但也应看到，横向兼并重组对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和

并不是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这个生产力发展的根基之上的。企业纵向兼并重组，基础是生产经营的专业

技术水平的实质性提升和企业资本的根本性深化，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做强，继而更好地做大。鼓励和引

特别是鼓励大型民营企业着力开展面向产业链上下游双向以及价值链高端的兼并重组，并由此推动企业产

业关联度较高、产业链较长、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发展与扩张，已经历史地提上了广大民营企业实现更大

  进一步深化对民营企业本质属性的认识。目前，很多人对民营企业的属性仍然存在模糊认识，还有所

升会不会削弱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疑问，还有所谓民营企业获准进入电力、石油、煤炭等垄断行业会不

也有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完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后，是否要重新对个

担心等。显然，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民营经济的本质属性，不仅已经对民营

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也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

当下，这种影响所带来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一些民营企业家放弃长期开展生产性经营与再投资而转向投机性投

甘当“食利者阶层”的退化现象，就是这种影响的一种极端表现。这样的现实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有

更深入的探讨，客观分析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科学论证和阐明我国现阶段的民营经济已不再是

民营企业家也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民营企业特别是大型民营企业所积累的资本已经具有很



性，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形成这样的共识、确定这样的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

进而彻底解决民营企业生产和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并由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加快

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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