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非公有制经济坎坷发展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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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 快的经济。然而，它在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和发展有一个曲折坎坷的发展过程。自从上世纪

1956 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中就没有了

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尤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非公即私，私营经济几乎成

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成为和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东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长期以来排挤、打击非公有制经济的“左”的

政策，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在发

展生产、搞活流通、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方便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

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 30 年的道路发展是不平坦的。

大体经历了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允许存在”到“适当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社

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

加干涉。”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首先是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得到发展，并

且产生了一批自营专业户。城镇个体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到 1986 年，城镇个体

经济已经发展到1100多万户，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14万人增加到1700多万人。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个体、

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并且给予法律保护。在这

一方针的鼓励下，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适当的发展。到 1992 年，全国城乡个体

工商户虽然仍徘徊在 1100 多万户，但从业人员增加到 2000 多万人，为国家创造

税利 100 亿元以上。  

私营经济是在 1987 年中共十三大以后才正式在我国登台亮相的。从 1988 年到

1990 年底，在我国先后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 9.8 万户，从业人员 170.2 万人，

户均 17.4 人，注册资金 95.2 亿元，户均 9.7 万元，1991 年达到 40 多万户，雇

工 500 多万，1992 年已增至近 100 万户，为国家创造税利 100 多亿元。外资经

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 1979 年到 1991 年，全国累计批准“三资企业”4

万多家，协议外资金额 498.6 亿美元。十余年间，外资经济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以及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逐年上升，外资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

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之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阶段从“允许存在”的夹缝中

得到了适当的发展，用发展的事实改变了自己的地位。  

第二阶段，1992 年以后，从“允许适当发展”到成为“重要补充”。1992 年邓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要害还是姓‘资’还是姓 ‘社’

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小平

同志还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引导下，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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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姓“社”姓“资”的困扰，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特别

是外资经济，外方投资的愿望和信心大增。到 1996 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

人员已达 6188.19 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 8.99%。个体私营经济安置劳

动就业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据测算，“八五”期间，个体私营经济吸纳新

增就业人员 1380 万，相当于同期城镇安置就业人员的 40%。全国仅个体工业产

值已占全社会工业总产值的 16.5%，个体经济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0.33%。

总之，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提高了我

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全社会公认的不争事实。  

第三阶段，从“重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1997 年中共十五大坚持以“三

个有利于”为标准，深刻阐述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使非公有制经济

堂堂正正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五大精神的指

导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共识，尤其西部欠发达

地区，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振兴地区经济的新起点。例如陕西省非公有制经

济在全省 GDP 中的比重由 1997 年的 11.8%，增长到 2006 年的 44.4%（非公有制

经济在全国 GDP 中的比重已占到 65%以上）。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繁荣市场，满足社

会需要的同时，还要向国家缴纳税金，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从而成为整个国民

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当前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以陕西西部地区为例，有以下几点：  
1、资金短缺贷款难，依靠自身积累发展慢  
据陕西省中小企业局调查，2007 年底，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中小企业自有和自筹资金约

占总资产的 80%，95%的企业资金紧张，81%的企业流动资金严重不足，65.5%的企业没有

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从 2008 年上半年对 61 户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融资情况来看，需要

投入资金 75.64 亿元，其中通过银行贷款只获得 7.93 亿元，仅占总投资额的 10.84%，企业

自筹资金 7.32 亿元，缺口为 60.39 亿元。要从金融体制改革着手，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建设，

扩大农村信用社的作用，彻底改变将农村存款上调城市的倒流局面。  
 2、“三乱”不止，经营者不堪重负  
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对政府有两句话概括：管理就是开会，服务就是收费。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派，是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尽管各级政府三令五申，但收费单位我行我

素。据国家工商总局发表的一组数字表明：1999 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 3160 万户，到 2006
年 6 月底降为 2505 万户，减少 650 万户，平均每年减少 87 万户。虽然从 2008 年 9 月 1 日

起，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但那些职能部门的基层站所随

意的吃、拿、卡、要等不良行为并未杜绝。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政府。政府应当组织工

商、财政、税务部门，在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以后，进一步明确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实际的、规范的税费收取办法，确定合理的税费额度。对于“三乱”行为严重

的地区和部门，应当像陕西渭南市那样，派驻特派员，制止乱收费，切实优化投资环境，切

实维护创业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3、观念落后，求富求变的欲望不慎强烈。陕西人，甚至大部分西部人普遍存有小富即安的

心态，特别是重“公”轻“私”的观念束缚着一些人的思想。因此，在就业选择工作时总希望到

公有制单位比较牢靠，等等。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消除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瞧不起、看不惯的陈旧观念。在政治上切实体现一视同仁，平等相

待，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荣誉和享受，以调动他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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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奇缺创新难，技术更新换代慢。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中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创新意识

差，产品花色品种少，更新换代慢，市场竞争力不强。主要原因是人才缺乏所致，陕西作为

教育大省，人才大量外流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企业的技术更新，创新发展在缺乏人才的

情况下也都成了空话。因此，政府应当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向

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中小企业流动，以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燃眉之急。  
5、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陕西非公有制企业规模不大，影响不大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品牌战略意识不强。据统计，目前陕西全省累计注册商标 3 万多件，其中属于陕西著名

商标仅 351 件，中国驰名商标只有 14 件，实在是太少了。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必须实施品

牌战略。 
三、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当不断提高，自我完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更

大贡献  
中共十七大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非公有制经

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一切行业和领域。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应当不断提

高，完善自我，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1、努力提高经营者素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队伍日渐扩大，目前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从事经营就业者 1 亿 3
千多万，这是相当大的一支力量。据有关资料介绍分析，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者大体上有

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期的农民，首先在流通

领域承担了一定风险，获得了相当利润，出现了 早的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从而

成为非公有制经济较早的一批经营者，然而他们普遍素质不高，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昙花

一现，失败了。像安徽芜湖曾经名噪一时的傻子瓜籽创始人年广久就是一例。第二部分人是

利用特权，利用价格双轨制发财的。这一部分人也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者，尽管这一部

分人数较少，群众很厌恶他们，但他们毕竟还是成功了，而且在经济社会里，他们在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第三部分人是在下海风潮时期，一大批文化

人走出机关、学校或企事业单位进入市场。这一部分人大多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一般来

说素质较高，但他们的市场眼光、运作能力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影响非

公有制经济生存发展的首要的内生因素。因而提高经营者的素质乃是发展巩固非公有制经济

的当务之急，需引起各方注意。  
2、提高经营者管理水平，适应建立科学发展观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在经营管理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但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从总体上来说

非公有制企业多数沿袭传统的家族化管理模式。因而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观的

需要。这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生存发展的第二内生因素。有人说过：“企业的‘企’是由‘人’
和‘止’组成的，没有‘人’ ，企业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这里的人，当然是一批精明能干，能

吃苦，善动脑筋、虎虎有生气的、高素质的人群。因此，经营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

的管理。管好人，用好人，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企业才能搞好，非公有制

经济才能得到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