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和对策思考 
           ——从苏南温州模式的启示 

文/张洪祥 

   民营经济从广义上讲包括各类民营企业。狭义上讲是指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据估计
全世界500强中有40%是家族所有者经营，民营经济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85%左右，民营或家族企
业创造了美国GNP的一半，雇佣的劳动力也占一半。在我国到2001年，全国民营经济企业就已达
202.9万，从业人员2713.9万，注册资本达18212.2亿元。 在民营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最典型的两
种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两种模式下也存在的种种弊端为人们所
忽视，为此本文将两种模式加以比较研究，分析两者存在的主要弊端，以引发各地区经济发展决策
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促使各地区民营经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1民营经济发展的两种典型模式的比较 
   苏南模式是指苏锡常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化的方式和路径。对苏南模式的特征
应该分起始阶段和现在阶段进行概括。其初始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
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社区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一发展模式雏形于
计划经济时代,在整个80年代最为典型。从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逐渐变
化，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企业改制和
城市化。这些重要变化进一步改变了苏南地区的经济环境，同时也大大发展了苏南模式的内涵。到
90年代中期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要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把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
撤出来，这更促进了苏南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温州模式主要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
是以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为主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基
本上是以供销员为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机
制。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以较低的成本有效的配置资源，带动一大批专业市场的崛起。温州
模式下的企业规模较小，生产的产品也多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为主，与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资本主
义的方式比较接近。 
   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加以比较，可以找出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1.1形成时间不同 
   苏南模式形成时间最早，其雏形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改革开放前苏南农村工业就有了一
定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发
展模式。温州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
件下，以农村家庭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经济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
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
局。 
   1.2制度变迁的方式不同 
   苏南模式的制度变迁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在起始阶段，由于苏南地区地处东
南沿海地带，历史上工业发达，地方政府又获得了中央下放的一部分管理权，因此政府能够动员区
域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时乡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均
为社区政府掌握。在9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中，地方各级政府也扮演着主要角色，从方案酝
酿、出台、实施,到科技创新、外资引进方面都起主要作用。 
   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需求诱致制度的变迁，变迁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的个体、私营企业等市
场力量。温州地区人口压力大，耕地匮乏，交通不便。加之改革开放前处于战争前沿，国家投资较
少，因此不可能产生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制度变迁。初始阶段，为减少政治成本而挂靠集体所有制企
业，十三大以后又随着政策的放宽纷纷创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成立有限公司，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
创新推动着温州模式的发展。 
   2从苏南温州模式看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弊端 
   2.1苏南模式下民营企业的弊端 
   2.1.1产权不清 
   苏南模式产生于短缺年代，主要是政府为主导性的供求关系，由一些敢于闯市场的人和社区
干部融合在一起催生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于是就有了企业和社区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依存关
系。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个人产权保护不够或者产权模糊，制约了民营经



 

济的制度发展。 
   苏南人意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于九十年代后期在政府推动下
实行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
份合作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没有根本改观。在最近
几年又进行了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
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但是，二次改制仍然是自上而下
的，虽然是由政府推动，力度大，速度快，但是在改制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至黑箱操作，
地方政府、企业经营者、社区居民、企业内部职工，各怀心思。在这场应由上述四方共同参加的转
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内部职工始终是缺席者。二次改制后的产权不清问题仍然存在。 
   2.1.2多头管理，不堪重负 
   由于受苏南模式集体偏好的影响，政府部门在较长时期内没有理顺与民营企业的关系。近几
年虽有改善，但仍存在条块齐抓共管，多头插手的现象。不少政府部门把民营企业作为收取各种费
用的对象，在地方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的情况下，将一些行政管理费用转嫁给民营企业。收费项目过
多，费大于税是民营企业遇到的主要问题。 
   2.2温州模式下民营企业的弊端 
   2.2.1家族制 
   2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向我们勾勒一个比较集中的具有独特景观的家族企业群，像德力西集团
的副总胡成同是总裁胡成中的弟弟，吉尔达集团的总经理是董事长的儿子，类似的例子多不胜举。
我们以温州乐清市的一份调查为例，共调查企业88家，其中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职位上是“董事
长或总经理亲属”占31.20%，任财务主管的占69.23%。[9]家族企业在初创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尽快
地赚钱，进行原始积累。那么这个时候，家族制管理在白手起家，共同创业的阶段无疑是最合适
的，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候，其不足之处也渐渐显露出来。主要体现以下
几点： 
   （1）家族企业文化上的排他性，影响了对人才技术等社会资源的整合，家族人员从观念上内
外有别，从文化上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对外界信息的掌握，对新技术、新知识、新观念等的掌握都
存在很大的不足，而这些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尤其是管理和技术，是以外来人才
为载体的，但是由于家族企业文化上融合性比较差，因而对于不同文化特征的个体有一种天然的排
斥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掌握这些工具的途径，影响了对社会资源和要素的整合。 
   （2）家族亲情关系和企业管理关系纠缠不清，使得企业生命活力减弱。在家族企业中，由于
亲情关系的纠缠，家族规则往往不能或难以抑制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和内讧，因而造成企业的衰
亡。重亲情关系不重外来人才，使相当多的家族企业人心涣散，离心离德。从而导致企业内人力资
源内耗，管理效率低下，使企业难以为继。  
   2.2.2产业集群的内部环境很差  
   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是由家庭式作坊发展起来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单一，同种性质的企
业多集中在相近的区域，在小范围内集结了几十家甚至几百家企业。如龙湾溯州制笔，乐清柳市低
压电器，苍南龙巷印刷，平阳萧江塑编及市区服装，鞋革，打火机，灯具，家具等产品都有了相当
规模的生产销售基地。虽然集群效应可以提高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但这种集群本身也存在
着跟风效仿，低水平重复与无序竞争等现象。在产业集群内部由于企业分布较为集中，产品的市场
行情几乎是透明的，由于这些产品档次不高，所以进入门坎很低。只要市场上出现某个适销对路的
产品，各企业便会纷纷效仿。这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限制的模仿所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表现
在：（1）使区域间的产业及集群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产品结构严重趋同。（2）引发和加剧同业间的
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致使有些企业纷纷倒闭。有人说民营企业出生也快，死亡也快，全国每年大
约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每年又有10万多家倒闭，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04年。（3）不可避
免的导致产品的低质量甚至伪劣产品的出现。如在2000年温州打火机在最红火的时候却经历他的生
存危机，粗制滥造的劣质产品毁了温州打火机的名声，订单急剧减少，3000多家企业一下子来到了
破产的边缘。给整个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3我国民营经济如何健康发展 
   3.1民营经济产权改革 
   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首先要解决产权制度问题。对于创业初期股份设置不合理或股份划分不
明确的民营企业，应尽可能寻求合适的时机，做好股份划分或重新配置的工作，以避免股东矛盾的
尖锐化而导致企业的解体。对于改制的民营企业，要做好产权明晰的个人工作，以充分发挥个人对
其财产看护的积极能动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原集体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尤其是集体企业转制
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企业，因时间紧，大多存在企业产权不完整的问题。土地,厂房大多
由乡镇村集体租赁给经营者使用。这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将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给经营者，以利于
其自主经营。集体保留的小部分股权，退出越早越好，使政府、企业不再产生纠葛。 
   3.2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督引导和服务 

 



   政府必须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在市场竞争
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依法打击假冒伪劣、偷税漏税、逃避债务等违法行为和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在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职业卫生、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维护职工权益等
方面，加强执法监督和检查。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大专院校开展针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技术进步、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的各类培训，加强对高级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才，职业技能
等人才的培训力度。 
   4 结论 
   中国市场有着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的特殊环境，而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也各具特色，民营经
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同的弊端，作者希望通过本文对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的思考，
对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相信通过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民营经济创
造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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