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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修正案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规定 

——解读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 

梁慧星 

阅读次数：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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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第11条原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本条立法理由：新中国成立时对待私有经济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1956年社会主义改

造，即合作化运动，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到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

溃，11届3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第一个步骤是“放开、搞活”，放开指允许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个

体工商户。当时决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属于危机对策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

病，还谈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谈不到私有经济的发展问题。92年宪法，只是反映当时的政策，承认个体

经济的地位，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个体经济的定性：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对本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

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在第11条原文基础上，增加第3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第1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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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发展。体现了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从消灭私营经济，转变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

展；第2句：比照个体经济的定性，也规定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3句：规定保护私营经济的合

法权益，及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的结果，个体经济发展，雇工人数增多，突破了“城乡劳动者个

体经济”概念的范围，出现一批私营企业。发生疑问：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如果允许，则要求在法律上应

当给予私营企业以法律地位。本次修正，反映经济生活的要求，给予私营经济法律上地位，大体比照个体

经济，仍然定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私

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有所不同，不好说“指导、帮助”，因此规定：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宪法修正承认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法律提供了宪法依据。因此，１９

８８年６月３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第1条：为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繁荣社会主义

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定本条例。 

    第2条：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 第3

条：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私营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2条规定的私营企业定义：雇工八人以上。这就从法律上对个体经济和私

营经济作了界定。雇工不足八人，为个体经济；雇工八人以上即为私营经济。为企业设立、登记和监督、

管理，确定了明确的标准。 

    

    

    1993年3月29日八届人大对宪法第15条的修正： 

    

    原条文：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修改后条文：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本次修正的内容：主要是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日渐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日

渐上升，引发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即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这一争

论，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公开传达而告停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宪法修正，虽然没有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因为从宪法上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

一经济体制性质的改变，就已经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不可能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应当是市场

经济的组成部分。但这次宪法修正并没有对第11条进行修改，因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的补充的定性，未被纠正。这就为下一次宪法修正留下伏笔。 

    

    虽然如此，这次修改宪法，将第15条规定原文“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

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九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具

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因为，说到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矛盾的，相

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私营经济是个“异己分子”。而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却不存在这种矛

盾。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本质仍然是市场经济。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决不

是“异己分子”，而是“自己人”。质言之，私营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可

见，这一次宪法修正，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奠定了经济体制上的基础。 

    

    



    1999你3月15日九届人大对宪法第11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

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

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将原条文对个体经济（第1、2款）和私营经济（第3款）的分别规定，合并为两

款；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列，并且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概括性概念。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私营

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规定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法权益

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直接导源于九十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极大发展。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和地区，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更高，例如，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浙江的温州等地，非公有制经济所在

比重当在99％以上。可见，到九十年代后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壮大，再也不能够说是什么公有制

经济的补充，而且非公有制经济根本就不是什么“补充”，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公有制经济之外的经济形式，不仅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有合伙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

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招股和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等。这些经济形式是原条文的私营经济概念所

不能涵盖的，也要求在宪法上给予正名，并规定其平等的法律地位。考虑到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多种多

样，难以做到一一列举而不发生遗漏，因此，这次宪法修正，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之上，提出了一个新

概念：非公有制经济。 

    

    特别要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上位概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股份经

济等等是下位概念。并且，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并列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公有制经济概

念的提出和在宪法上规定，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刚开始的模着石头过河，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

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奠基于公有

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之上的市场经济。 

    

    可见，这次宪法修正，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及其重大的法律意义。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

地位。为此后国家制定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

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内容：宪法第11条第1款未作任何改动，只是修改第2款。第一句：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

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

益。第二句：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理由：在1999年修改第11条第1款，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非公有制

经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特别

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超过70％；截至2002年底，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已达

2.85万亿元；2002年个体、私营企业新增注册资本金6900亿元，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多2600亿元；个

体、私营企业上交税金，已占全部税收的43％；在地方经济和县域经济中，经济发展和税收，主要依靠非

公有制经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就业的主渠道，据劳动部2002年对66个城市的

调查，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现再就业。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以上可见，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性的意

义。因此，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决定》充分肯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力量”，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政协民

建、工商联联组会上强调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

根据，而是以政策作为根据，主要靠政策手段而不是法律调整。还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

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企业设立登记、税负、取得贷款、企业上市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发生

“挂靠”现象，及因“挂靠”诱发侵占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严重问题，以及一些地方存在的地下钱庄、高

利贷等问题。 

    

    由于未及时制定完善的民法典建立健全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规则，加之在执法司法中非公有制经济的

合法权益未得到妥善、公正的保护，导致一些私营企业主心存疑虑，难以消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

后，往往停止扩大再生产，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或者用于挥霍浪费。要真正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激发

其扩大再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就一定要在宪法上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以此为根

据，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对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平等

保护。 

    

    这次对宪法第11条第2款的修改，一是突出强调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

二是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体现“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的方针；三是强调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以贯彻、体现国家和政府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的方针。可

见，这一修改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具体化，要按照宪法第11条的规定，清理现行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剔除一切不平等对待的内容，尽快制定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的完善的法律

规则，在企业设立登记、税负、贷款发放、公司上市及法院裁判等各方面，严格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宪法第

11条规定。特别是在制定物权法时，抛弃传统理论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财产权的做法，规定统一的财

产关系基本规则，贯彻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原则。 

    

    相关文章： 

        关于开展仲裁法执法检查纠正商事仲裁行政化错误倾向的建议 

        中国的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特别动产集合抵押――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解读 

        中国物权法立法方案 

        中国物权法的制定 

        中国民法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解答《物权法》 

        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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