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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我国私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允许存在”到“有益补充”，

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随着相当部

分私营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档次的提高，原来的产权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市

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得企业自身难以实现各种潜在的利润，从而产生了产权制

度的创新需求。本文主要是运用产权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产权

制度安排的现状，并围绕着现行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危害性，着重分析我国私营

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需求与制度创新的对策。 

文章分为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简要回顾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并介绍其

发展的现状，目的在于为第四章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的现状做铺垫。第三

章介绍产权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本文的写作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主要是对我

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安排的现状进行较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客观地对其合理

性和危害性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探讨。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着重分

析我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在这部分内容中，首先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

析私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接着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提出制度创新的对策，并对

影响产权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的改善进行阐述。 

   

  

关键词：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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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ly owned economy experienced from 

allowing its “complement” and “beneficial complement”, and then to “an important 

por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f China”. With the expansion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 scal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utput grades, the origin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couldn’t meet enterprises’ need, and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couldn’t gain the potential benefit, so they have the demand for the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The paper mainly applies the property right 

theory to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the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s arrange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s rationality and negativity, and then emphatically focuses on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demand for the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t last, the 

privately enterprises’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measures are put out.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The first two chapters briefly review 

China’s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e background for the fourth chapter’s analysis. The third 

chapter summarizes the property right theory, which underpins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the privately enterprises’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 The fourth chapt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esent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s arrangement of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and negativity of the 

present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 The last two chapters, the core of the paper, lay 

stress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privately enterprises’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 In these 

part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the privately enterprises'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demands and supplies, and then the 

innovation’s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themselves.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s discussed in 

these parts. 

 

 

Key Words: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 the Property Right Institu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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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一的公有制，个体私营

经济几乎处于被灭绝的状态。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

放政策的实行、农村自留地的恢复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中国几乎灭

绝的个体私有经济又破土而出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允许私营企业的

存在和发展，但是私营企业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并没有获得明确的规定。直到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

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国家在根本大法

中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私营企业的权益有了保障。因此，从 1989 年起，

全国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才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统计中被单独列出来。鉴于

这种情况，本文对私营企业的分析也主要是以 1989 年以来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状况为分析的对象。 

一、私营企业概念的界定 

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对私营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时，经常出现“私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两个概念互相套用的现象。笔者认为这样是不妥的，这两个概念无

论是从外延还是从内涵上看都是有差别的。为了下文的论述不至于引起偏差，在

此将先就私营企业的概念以及和民营企业的区别作个简单的分析。 

我国的私营经济是指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生产经营

成果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的一种经济形式。我国私营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私

营企业。国务院 1988 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的规定：“私营企业是指

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盈利性经济组织。”私营企业的主要特

征有（1）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是私营企业同公有制企业的根本区别。生产

资料的所有权可能归属于某个人，也可能归属于某些人。（2）存在雇佣劳动关系。

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是私营企业同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经济的根本区别，私营

企业的雇佣人数应在 8 人以上。（3）私营企业的盈利性。私营企业作为一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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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形式，它具有所有制企业一样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民营企业”是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而提出来的概念，它相对

应的概念是“官营”。 民营企业可定义为：所有权或控股权不被政府所拥有的盈

利性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在经营管理上不受政府控制，能自主经营，有较完

整的财产权、投资权、剩余权、人事权等。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

乡镇企业、民营科技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企业、外资和港、澳、

台投资企业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营企业”相对于“私营企业”来说，概念的外延

更大一些。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私营企业的产权制度问题。 

二、研究的目的 

我国大多数私营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基本上完成了一次创业。在

这二十多年中，私营企业很好地利用国家政策调整的契机，抓住历史机遇，发挥

自身的优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为国

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1 世纪我国经济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了企业“二次创业”的进行，而且也阻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这些问题主要有（1）人才缺乏、技术进步缓慢和技术创新力弱。人才缺乏是影

响私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私营企业发展

政策的放宽，企业将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 以后，这就

要求企业要进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二次创业”，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与

适应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当企业从单一产业的专业化经营模式向跨行业的多元化

经营模式转化时，更离不开相应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市场开拓人才。企业的

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主要有通过自身的研发形成技术能力的提高与模仿别人的

技术这两种方式。但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由于人才与资金等方面的

原因，通过自身研发形成技术的能力差，更多的是采取模仿的方式，采取这种方

式的一个 大的缺点就是其长期的市场竞争力会受到很大的制约。私营企业之所

以出现人才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物质待遇与工资收入低，

二是私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形成一个能为人才发挥其才能的有效机制。同时

也因为我国还缺乏有效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尤其是私营企业技术创新有赖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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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的合作和支持，更需要有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2）融资困难。我国绝

大多数私营企业的规模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倒闭率高，因此资信能力差，在

市场活动中受到歧视，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目前，我国还没有对私营企业发展

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而且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远远没有达到公有制企业的贷款

条件。虽然说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贡献也越来越大，但是

能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与银行贷款的私营企业的数量还非常少。各级政府对私营

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偏弱。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改

革的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与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的建立，国有商业银行采取

“授权授信”的措施，这就给私营企业的贷款带来了更大的难度。从我国私营企

业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绝大部分的私营企业已经完成了“一次创业”，正在向

“二次创业”迈进，企业的“二次创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迫切，而私营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已经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严重制约了私营企

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成为私营企业发展的“瓶颈”。（3）市场竞争行为不规范，

管理体制不合理。目前我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行为

不规范，私营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增加利润，

采取各种各样的非正当的竞争方式，严重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在恶性竞争过

程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恶意杀价等行为使得企业的生存环境被严重恶化。同

时，我国私营企业的管理体制还非常的落后，组织关系不稳定、不合理，私营企

业还采取“家族式”管理的模式，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传统的

家族式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并存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许多私营企业的管理

越来越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制约了企业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 

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是我国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当然，制

约私营企业发展的因素还很多，如法制不健全、社会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都是导

致私营企业“二次创业”困难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讨论并没有涉及到实质

性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私营企业现存的产权制度不合理。产权结构单一、产权

不清晰等弊端才是导致私营企业遇到发展“瓶颈”的主要症结所在。因此，我们

在讨论研究私营企业的“二次创业”的时候应该首先要对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创新

作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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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题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私营企业经营规模在

不断扩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提高，私营企业在经济

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在未来中国经

济的发展中，它将成为一个 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面对目前难得的发展契机，正

确认识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认识上和现行制度上

反思和探讨妨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一些问题，为私营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营造

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在产权制度环境。 

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产权上是清晰，但是在现实中却也存在产权

不清、产权封闭性等问题。我国的一些私营企业本是家庭集体创办的，在办理企

业工商登记时没有划清各自的股份；还有的私营企业创立之初，为了顺利地办理

企业、获得银行支持，往往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这些都导致了企业产权

关系模糊。同时也有一些私营企业虽然在产权归属上是清晰的，但是由于企业的

资本来自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几乎没有社会资本的加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排

他的封闭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确是出资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础，

产权关系模糊不利于正确划分出资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尤其是企业

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产权模糊将严重地阻碍企业的发展。而企业产权封闭将使

得私营企业出资人的单个资本难以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与产业化经营，企业发展

只能依靠银行的贷款与自我积累，不利于企业吸引外部资金和走资本扩张的道

路，企业的经营风险也难以分散。 

当前我国私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与规模，私营企业已经完成了

“一次创业”，正在积极向“二次创业”迈进。但是，企业在“二次创业”中却

遇到了融资困难等诸多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私营企业发展“瓶颈”关键是要

解决好私营企业的产权问题，因为产权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产权

问题解决好了，就将有力促进企业发展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从而有力地推动企

业的快速健康地发展。因此，研究私营企业的产权对于私营企业的持续发展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文献综述 

在对我国私营企业的研究上，学术界对此作了一定的探讨。在产权制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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