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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繼當年鄉鎮集體企業興盛之後異軍突起，成為中國

大陸整個國民經濟中最具適應性和生命力的新的經濟形式。這個新的經濟形式在大陸的經

濟體制中屬於「非公有制經濟」或「非國營經濟」範疇，它因產權明晰、機制靈活、自主

經營、自負盈虧，而快速發展，如今已成為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旨在探討這個新的經濟形式，即私營企業的ㄧ般概念和整體性問題，主要內容如下：

藺如何界定私營企業的意義，並討論所謂「7下 8上」的劃分標準；藼如何辨別私營企業

的屬性，究係姓「資」 或姓「社」；藽如何確認私營企業在大陸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藾私營

企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顯現哪些特點。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

壹、前    言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經「艱難的起步階段」（ 1 9 7 9 ~ 1 9 8 1）、

「曲折的發展階段」（1 9 8 2 ~ 1 9 9 2）、「高速的發展階段」（1 9 9 2 ~ 1 9 9 7），到現

在的「持續快速的發展階段」（1 9 9 8年以後） 1，已成為中國大陸所謂「社會主義

1 關於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發展歷程，詳見：李秀潭、胡修干主編，中國私營經濟研究報告（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頁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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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中國大陸權威的學術研究機構於2005年12月發表的

「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指出：到2004年，全中國大陸登記的私營企業投資者已

有近950萬人，擁有註冊資本總額約47 ,936億元（人民幣），雇工約4 ,068 .7萬人，

經營各類企業約3 6 5萬餘戶 2。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持續快速發展，不僅對中國大陸

的經濟發展，甚至政治發展和社會變遷都將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因而引起世人矚

目，甚值研究。本文就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一般概念和整體性問題進行探討，內容

包括私營企業的定義、屬性、地位與特點。

貳、定　義

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屬「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國營經濟」範疇的主要形式之

一，因此在界定私營企業之前，應先釐清中國大陸的「非公有制經濟」和「非國營

經濟」的若干相關概念。

所謂「非公有制經濟」，是與「公有制經濟」相對應的一種所有制形式。而

「非公有」與「公有」之區別，主要在於出資人之差別。若出資人是國家或集體，

它就是國有或集體經濟，稱之為公有制經濟。若出資人是私人（含自然人和私營企

業），它就是非公有制經濟。從經濟與社會的層面看，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之過

程，實際上就是從單一的公有制向多元化的所有制演化轉變的過程。當前的中國大

陸，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之外，還出現了多種形式的非公有

制經濟，如：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各種私有資本控股的混

合所有制企業 3。

所謂「非國營經濟」，是與「國營經濟」相對應的概念，而所謂「非國營」與

「國營」，是屬於所有制實現形式的範疇，其主要區別在於經濟實體的經營方式或

經營權，而非所有制或所有權。在當前的中國大陸，非國營經濟又稱民營經濟，它

是指除國有國營，即所有權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直接經營的國營企業以外的各類民

營企業的統稱 4。

2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私營企業主研究中心」每年都會發表所謂「私營企業藍皮書」，
即「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最近發表的係第六份報告（2005年）。本文所引數字詳見：張厚義等
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N0.6（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12月），頁1。

3 參考：「加快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研究」課題組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前沿問題研究（2003~2004）（北
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12月），頁1

4 關於民營經濟的概念及相關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史普川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上
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1月）；單東著，民營經濟論（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5年
9月）；戴園晨主編，中國經濟的奇跡－民營經濟的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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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營企業」，原指「民營科技企業」，它產生於1980年代中期，而後，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化，民營企業快速發展，其概念與含義已不僅指「民營科技

企業」而已。當前中國大陸學界與業界對民營企業的概念仍存有不同的看法，通常

以廣義、狹義、比較狹義三者來區分：

一、廣義的「民營企業」概念，是指除國有國營企業之外的一切企業，不僅包括非

國有成分的所有企業，也包括國有民營的所有企業。

二、狹義的「民營企業」概念，是指除國有國營企業和外商（包括港澳臺商）投資

企業之外的所有企業。

三、比較狹義的「民營企業」概念，僅指私營企業和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聯營企業5。

以上三種定義，多數學者和業者採用廣義的概念，如浙江財經學院經濟學教

授、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單東在其代表著作「民營經濟論」中即認為：市

場經濟是競爭經濟，是以所有制多元結構、多種經營方式下的主體多元化為前提條

件的。所有制多元結構包括國有經濟、城鄉集體經濟、公私混合經濟、個體私有經

濟。多種經營方式包括國家經營、集體經營、個人經營、合作經營等。相對於國有

國營而言，其他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方式均屬民營之列 6。可見，民營企業的範圍很

廣，既包括所有制結構中的非國有部分，也包括經營方式中的非國營部分，以及國

有民營部分。

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是民營企業中的一種企業組織形式，依中共「國務院」

1988年公布施行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之規定，所謂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

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 7。私營企業分為以下三種：

一、獨資企業，即指一人投資經營的企業，其投資者對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

二、合夥企業，即指二人以上按照協議投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的企業，其合夥

人對企業債務負連帶無限責任。

三、有限責任公司，即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

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 8。

上述定義中，最受爭議的是所謂「7下8上」的標準，即雇工7人以下為個體工

5 王樹生著，中國激勵－民營再生（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2月），頁3。在其他有關民營經
濟、民營企業的論著中，多數把個體工商戶或稱個體企業放在比較狹義的民營企業概念中。

6 單東，「民營經濟論」，原載：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後收錄於其論文集：民營經濟論（太
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5年9月），本文引自論文集，頁19。

7 《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2條，詳見：韓明希主編，中國當代私營經濟的現狀和發展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4月），附錄，頁357。

8 《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6、7、8、9條，詳見：同上註，頁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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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雇工8人以上為私營企業。對此，大陸學界或業界存在的爭議有：不分行業一

律用雇工8人作為劃分標準，是否科學？在私營合夥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中，合夥人

和股東人數多於雇工人數，是否就是以雇傭勞動為主？不以雇傭勞動為主的私人投

資設立的企業，能否叫私營企業？除了雇工因素外，資產多少和本人是否參加直接

勞動能否作為區別標準 9？

關於劃分個體工商戶與私營企業的標準，大陸內部存在三種不同的說法：

一、單一標準，即以雇工人數的多少作為劃分標準。如：中共現行法規的規定，即

雇工8人以上為私營企業，雇工7人以下為個體工商戶。

二、二元標準，即綜合資本數量和雇工人數兩個因素考慮。如：溫州地區早年曾實

行所謂「三、八」式劃分標準，即資本三萬元（人民幣）以上，雇工人數8人

以上為私營企業。

三、以剩餘價值量作為劃分標準，即主張在企業主總利潤中，非勞動收入的比例超

過50％以上的為私營企業；反之，企業主主要以自己的勞動收入作為利潤來源

的，即為個體工商戶 10。

長期研究中國大陸「非公有制經濟」（簡稱「非公經濟」），現任上海民營經

濟研究會副會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克忠在其有關非公經濟的論文集中，對

私營企業的界定，主張採用三元標準，即雇用工人人數、資本總量和利潤總量。至

於三個標準的具體界限，他認為「應通過調查研究、測算，最後才能加以確定」 11。

關於大陸私營企業的劃分標準雖有如上的爭論，但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未

修訂前，依法仍應以雇工8人為劃分標準，即採所謂「7下8上」的標準，而大陸仍

有多數學者認為此一劃分標準「是比較符合中國實際的，因為這既抓住了核心，簡

單易行，又同已有的法規與習慣保持連續性」 12。也有人這麼說：「雇工8人的規定

主要是為了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和考慮我國國情制定的，以便與個體經濟的規定相

銜接」 13。由此可知，之所以有「7下8上」的標準，主要是為了政策、法規與習慣

的連續性，因為先有個體工商戶最多可以雇工7人的規定，而後才有雇工8人以上為

私營企業的劃分標準。

早在1 9 8 1年7月中共「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

9 同註1，頁63。
10 王克忠，「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性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非公經濟研究－王克忠文選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頁48。

11 同上註，頁50。
12 韓明希主編，中國當代私營經濟的現狀和發展（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4月），頁9。
13 同註1，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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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中即有如下的規定：個體經營戶，一般是一個人經營或家庭經營；必要時，

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可以請1-2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殊技藝的，可

以帶2-3個最多不超過5個學徒。依此規定，個體戶最多可以雇工7人。至1984年2月

中共「國務院」公布的《關於農村個體工商業的若干規定》及1 9 8 7年8月中共「國

務院」公布的《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均參照並延續上述規定，即個體工

商戶可以根據經營情況請一兩個幫手，有技術的可以帶三五個學徒 14。因此，個體

工商戶最多可以雇工7人，既有政策上和法規上的延續性，也已為人民所熟知。至

1 9 8 8年中共「國務院」公布《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將雇工8人以上作為私營企業

的劃分標準，乃是為保持政策上和法規上的延續性，為適應既成的事實和習慣，以

及為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而已，既缺乏科學的論證，也無學理的依據。

參、屬　性

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產生，主要通過城鄉個體工商戶、農村「兩戶」（即專

業戶、重點戶）或其他率先富裕戶的途徑逐漸發展形成的，其過程大致如下：個體

工商戶或農村「兩戶」經過一段時間的生產經營，逐步積累了資本，建立了市場信

譽，同時在價值規律、競爭規律和供需規律作用下，為了取得規模效益，在競爭中

獲得優勢又能不斷擴大企業規模，原有的家庭勞動力和資本不夠了，開始雇工經

營，並吸收其他個體戶、富裕戶或社會閑散資金，隨著雇工和資本的增加，逐漸發

展為私營企業。

此外，大陸私營企業的產生還有一次要的途徑，即經由承包不景氣的集體企

業，再逐漸轉化為私營企業，其過程大致如下：將破產或經營不好的集體企業承包

後，逐步用企業的盈餘歸還或購買承包企業的固定資產，當借款償還或固定資產全

部購進後，原來的集體企業就被轉化為私營企業 15。

經由上述途徑而產生並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依中共「國務院」1988年公布施

行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之規定，其要件有三：一是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二

是雇工8人以上；三是營利性的經濟組織。根據這三個要件來判斷私營企業的屬性為

何，大陸內部的看法仍很不一致，大體上可以區分為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第一種觀點認為私營企業就是資本主義企業，私營企業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私

14 同註1，頁63-65。
15 關於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產生的途徑，參考：王克忠，「我國現階段私營經濟調查研究報告」及「關於
我國現階段私營經濟的幾個問題」，同註10，頁13、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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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企業沒有什麼區別。論據是這些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雇主與雇工的關

係，以及產品分配關係都是與資本主義一樣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私營企業

「表現是好的，成分是差的，但尚可利用」。

二、第二種觀點認為，私營企業就是社會主義企業，它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種實

現形式，因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或基本是社會主義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其

主要的論據有二：一是「作用論」，即私營企業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作用

很大，為國家和人民提供了大量產品、勞務、稅收、就業等；二是「生產力

論」，即私營企業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認為私營企業具有社會主義

性質，是社會主義企業。

三、第三種觀點認為，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企業，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

下一般的資本主義企業，也不同於社會主義企業，而是「建立在不完整的資

本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的 16，受社會主義經濟制約、影響，由社會主義國家調

控、管理，帶有一定程度社會主義因素的一種「新型資本主義企業」 17。

以上三種觀點，第一種可以稱為姓「資」論，第二種為姓「社」論，而第三

種則為調和論。對這三種觀點，大陸多數學者主張調和論，如上述浙江財經學院教

授、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單東即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企業已經

不同於以往的、歷史上的、傳統的一般資本主義社會的私營企業，它是社會主義國

家能夠加以管理、限制、調節的，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新

型的資本主義企業」 18。

又如上述上海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克忠認為，第

三種觀點「比較接近於客觀實際」 19，其主要論點如下：若從私營企業內部的生產關

係或經濟關係來看，毫無疑問，私營企業基本上是一種「剝削雇傭勞動的帶有資本

主義性質的企業」，但最重要的還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企業從屬於

社會主義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環境中運行，既受社會

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制約、影響，又受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監督和指導，因而使其

16 所謂「建立在不完整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基礎上」，是指私營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是不完全
的，因為，依大陸相關法律的規定：企業利潤的50％用於積累；用於積累的利潤免徵所得稅；而資金
轉為消費，轉移、轉讓或子女繼承，均視同紅利，高額徵稅。再者，它的生產經營受國家行政、法律
的規定、管理等等，都說明其所有權和經營權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見：王克忠，關於我國現階段私營
經濟的幾個問題，同註10，頁19。

17 以上三種觀點，詳見：王克忠，「關於我國現階段私營經濟的幾個問題」及「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
營經濟的性質」，同註10，頁18－20，頁41-47。

18 單東，論私營經濟的性質及其兩重作用，同註6，頁389。
19 王克忠，關於我國現階段私營經濟的幾個問題，同註10，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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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產生了某些變異，決定了私營企業的性質，即帶有不同

程度社會主義因素的「新型資本主義企業」 20。

又如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玲娥提出一個似乎更接近客觀實際的調和

論觀點，她認為現階段的私營企業，從本質上說，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

歸業主私人所有，以雇傭勞動為基礎，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它以雇傭勞動為基礎，存在剝削現象，這是它區別於公有制經濟的本質特

性；另一方面，它與公有制經濟又有著密切聯繫，而且受公有制經濟的巨大影響，

並對公有制經濟有極大的從屬性和依附性。前一個屬性是它作為私有制經濟的一般

性，而後一個屬性則是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特殊性 21。

對於私營企業的屬性之討論，除上述各種觀點之外，還有兩種與上述觀點不

同的觀點，一種被稱為「糊」論，另一種被稱為「放」論。所謂「糊」論，即認為

在這個問題上不僅不必搞得很清楚，而且還必須搞得模糊一些；所謂「放」論，即

認為不必從性質上強調姓「資」、姓「社」，這是老框框、老一套，而應該進一步

「解放」思想，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是無所謂的，只要能發展生產力就行，就是

一個好制度 22。

由上所述可知，關於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之屬性的討論，存在許多不同觀點。依

筆者之觀察、訪談與研究 23，筆者認為改革開放後逐漸發展起來的中國大陸私營企

業，無論從所有制形式（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或從企業內部的生產關係（雇

工8人以上，即存在雇傭勞動關係），甚至從企業生產經營的目的（追求利潤極大

化，即以營利為目的）來看，  它都是一種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再從中國大

陸的私營企業，其產生與發展是處在中共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時期來

看，中共既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裡，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經濟成分，包括公有制

經濟、非公有制經濟，而非公有制經濟中即包括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甚

至可以說，私營企業就是在這樣的政策下才得以發展起來的。因此，根本不必避諱

所謂姓「社」、姓「資」之問題，而應實事求是地釐清私營企業的屬性，如實地判

斷私營企業的屬性，不必因有所顧忌而故意「模糊」或「調和」，或故意以「作用

論」、「生產力論」取代本質的論述。就現階段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屬性而言，它

20 王克忠教授對私營企業性質的論點，詳見：「關於我國現階段私營經濟的幾個問題」及「論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性質」，同註10，頁18-20，頁43-47。

21 李玲娥著，論中國現階段私營企業的分配關係（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57-58。
22 王克忠，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性質，同註10，頁50-51。
23 筆者於今（2006）年3月曾前往上海、蘇州、杭州，參觀當地私營企業，並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及浙江
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就私營企業問題進行座談與訪談。本文的部分內容是此行參訪、座談的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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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直言之，它就是資本主義企業。

肆、地　位

 關於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地位如何？大陸學界存在兩種不同

看法，一種是如實反映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份量及其重要性，另ㄧ種則是

突顯私營企業與公有制經濟的關係。主張第一種看法的學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員曉亮和山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玲娥，他們的看法，可以用以下三句話

來概括：藺私營企業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藼私營企業是

中國大陸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藽私營企業是中國大陸國

民經濟發展的一支「有生力量」 24。

持另一種看法的學者，如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克忠，他對私營企業在

中國大陸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有如下看法：私營企業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

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產生、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式，因此，它在國民經濟中處於

「從屬的地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私營企業之所

以處於這樣的地位，是由以下4個原因決定的：藺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非

主體經濟；藼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非主導經濟；藽私營企業是在社會主

義公有制經濟的扶持、影響和制約下運行的一種經濟形式；藾私營企業是在社會主

義國家的管理、監督、引導和宏觀調控下運行的 25。

上述第一種看法中的所謂「組成部分」、「重要內容」、「有生力量」，均

是對私營企業發展事實的描述，並未引起爭議。至於第二種看法中的所謂「從屬地

位」、「非主體」和「非主導」的說法，則引起較多的爭議。至2 0 0 5年2月，中共

「國務院」頒布「國發【2 0 0 5】3號」文件，即《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俗稱「非公經濟36條」），對包括私營企業在內

（或以私營企業為主）的所謂「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做如下官方的、權威的定

位：

一、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

度。

二、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已經成為社會主義

24 李玲娥在其所著論中國現階段私營企業的分配關係一書中同意並引述曉亮在其所著寄希望於民營（廣
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中所提出的看法。詳見：同註21，頁67。

25 王克忠，「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幾個問題－兼論私營經濟的歷史地位」，同註
10，頁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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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兩者在社會

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 26。

在上述中共「國務院」的三點《意見》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第一，僅

將公有制經濟定位為主體經濟，而無主導經濟之說；第二，未將私營企業或非公有

制經濟定位為「從屬地位」，而肯定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第三，將私營企業或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

制經濟之關係確定為「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非影響與被影響，制約與被制約

之關係。

中共既然將公有制經濟定位為「主體」，那麼屬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私營企業

就是「非主體」，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私營企業從未改變的定位。但是，如

果僅從某種數量，如總產值、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等比重，來區別主體與非主體的

話，那麼，有些地方，私營企業或非公有制經濟早已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當地的主

體經濟了。怎樣認識和對待某些地區主體經濟易位的現象呢？大陸內部曾存在以下

三種觀點：

一、「取消論」，其主要觀點是：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

企業，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實現形式；發展私營企業，就是發展社會主義

經濟。所以，無論私營企業如何發展，根本不存在主體經濟易位的問題。

二、「不允許論」，其主要觀點是：公有制經濟作為全社會的主體經濟，也應該成

為每一個地方或任何一個局部地區的主體經濟，而絕不允許任何地方或局部地

區的主體經濟易位，絕不允許私營企業成為主體經濟。

三、「區別論」，其主要觀點是：公有制經濟作為主體經濟是從全社會角度而言

的，它與局部地區的主體經濟是有區別的。局部地區主體經濟易位，局部地區

的私營企業發展成為當地的主體經濟，並不影響或改變全社會的性質 27。

以上三種觀點，「取消論」與「不允許論」早年曾流行過，近年來很少人談

了。目前大陸學者大都不談主體易位的問題，要談，則多數贊同「區別論」，如上

海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王克忠就認為「區別論」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

而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28。依筆者多年來對中國大陸的研究，筆者也認為「區別

26 中共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2005年2月29日），全
文詳見：單東著，民營經濟論（太原：山西經濟出   版社，2005年9月），附錄二，頁451-458。

27 以上三種觀點，參考：王克忠，「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幾個問題－兼論私營經濟
的歷史地位」，同註10，頁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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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比較切合實際，理由如下：中國大陸地域寬廣，本來就存在區域發展的差異，

改革開放後，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思想和中共十三大提出的

不同經濟領域、不同地區的「各種所有制經濟所占的比重應當允許有所不同」的政

策指導下 29，區域發展的差異更明顯了，差距更大了，部分地區或局部地區的私營企

業發展得特別快，其比重逐漸增加，甚至超越公有制經濟，成為當地主體經濟，即

發生主體經濟易位的現象。但畢竟這只是部分地區或局部地區的現象而已，部分與

全部，局部與全局，在當前或最近的未來，仍是有「區別」的，亦即：在部分地區

或局部地區，私營企業已發展成為當地的主體經濟，但從全中國大陸的範圍或從全

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來看，公有制經濟仍是中國大陸的主體經濟，而且中共中央以

公有制為主體的政策迄今仍未改變。

伍、特　點

關於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特點，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觀點來探

討，可以得到不同的看法。如王樹生在「中國激勵－民營再生」一書中，特別強調

私營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藺私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藼

營利是私營企業運作的唯一目標；藽產權清晰，利益分配機制明確，不存在「大鍋

飯」、「鐵飯碗」的問題；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蘀機制靈活，能夠

吸引大批人才；蘁組織層次少，對市場反應靈敏
30。

又如中共的「加快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研究」課題組所編的「中國民營經濟發

展前沿問題研究」（2 0 0 3 ~ 2 0 0 4），則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面向，對私營企業在

最近幾年顯現的特點，歸納出以下幾點：藺新興服務業和技術密集的科技業發展迅

速；藼產業集群現象分布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河北等省，其中以浙江省和

廣東省最為集中；藽由國有、集體企業轉制成私營企業，是近年來私營企業發展的

重要途徑之一；藾近年來，私營企業主中的共產黨員比例明顯增多；蘀私營企業的

經營管理水平明顯提高，企業存活期明顯延長；蘁私營企業自身素質逐年提高，具

規模的私營企業迅速增加 31。

筆者擬根據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在最近10年間的發展數據，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

28 同上註，頁74。
29 參考：單東，「鄧小平催生中國民營經濟－紀念鄧小平誕辰100週年」，同註6，頁396-397；中共「十
三大」資料彙編（台北：中共問題資料雜誌社，1987年12月），頁120。

30 同註5，頁6-7。
31 31同註3，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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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點：

一、發展規模越來越大

在1994~2004年的10年間，從私營企業的各項指標的年均增長速度來看，註冊

資金達41.89％、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56.12％、產值達34.91％，均高於私營企業戶

數的增長速度（2 9 . 7 9％），這說明了私營企業的發展規模越來越大。2 0 0 4年，私

營企業戶均註冊資本達1 3 1 . 3 1萬元（人民幣，下同），比1 9 9 4年的戶均3 3 . 5 1萬元

增長了3 .92倍；2004年，註冊資本100萬元以上的共有109 .11萬戶，而1994年註冊

資本1 0 0萬元以上的僅有1 . 9萬戶。至於私營企業的戶均產值則由1 9 9 4年的2 6 . 7 1萬

元增長到2 0 0 4年的6 3 . 1 3萬元，增長2 . 3 6倍；戶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也由1 9 9 4年的

17.56萬元增長到2004年的36萬元，增長2.05倍。

二、區域發展持續失衡

東部地區私營企業的發展，不論從數量或規模來看，都比中部和西部好太多，

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依然存在（見圖一）。就私營企業的戶數而言，東部地區，

2004年有247 .64萬戶，占總戶數的67 .84％；1994年有29萬戶，占總戶數的67％。

中部地區，2004年有60 .48萬戶，占總戶數的16 .57％；1994年有9 .54萬戶，占總戶

數的22％。西部地區，2004年有56.96萬戶，占總戶數的15.59％；1994年有4.53萬

戶，占總戶數的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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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04年私營企業的區域分布

 說明 1：東部67.84％
 　　 2：中部16.57％
　　  3：西部15.59％
 資料來源： 蘭士勇，「1994-2004年的中國私營經濟」，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NO.6

（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2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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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底，全大陸私營企業戶數超過20萬戶的省份和直轄市全部集中在東部，

依序為：江蘇省（4 1 8 , 0 1 2戶）、廣東省（3 8 9 , 7 7 1戶）、上海市（3 8 4 , 9 2 7戶）、

浙江省（3 3 3 , 1 6 4戶）、山東省（2 7 6 , 1 1 1戶）、北京市（2 2 4 , 6 5 9戶）。以上6個

省、市的私營企業共有2,026,644戶，占私營企業總戶數的55.51％。

又以2004年底私營企業的註冊資本為例，東部地區為33 ,805 .2億元，占註冊資

本總額的70 .52％；中部地區為7 ,652 .12億元，占註冊資本總額的15 .96％；西部地

區為6,478.33億元，占註冊資本總額的13.51％。

三、城鎮發展快於農村

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開始主要在農村，後來才發展到城鎮。 1 9 8 9年，全大陸

63 .6％的私營企業在農村，到1992年仍有52 .7％在農村。而後由於城鎮經濟的發展

及各種條件的配合，使得城鎮的私營企業快速發展，占總戶數的比重不斷提高。在

1 9 9 4 ~ 2 0 0 4年的1 0年間，城鎮私營企業的比重大約增長了1 0％。到2 0 0 4年底，城

鎮私營企業戶數為2 3 9萬戶，占總戶數的6 5 . 4 8％；1 9 9 4年為2 4 . 1 4萬戶，占總戶數

的5 5 . 8 8％。至於農村私營企業的戶數，2 0 0 4年為1 2 6萬戶，占總戶數的3 4 . 5 2％；

1994年為19 .09萬戶，占總戶數的44 .12％。又從註冊資本來看，城鎮私營企業也大

於農村私營企業，如2001年，城鎮私營企業戶均註冊資本97 .4萬元，而農村私營企

業戶均註冊資本僅76.5萬元。

四、第三產業比重上升

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產業分布在最近10年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90年代初，

從事第二產業的私營企業占總戶數的比重超過 7 0％。而後隨著商業、飲食業、房

地產、廣告、信息等行業的私營企業發展迅速，第三產業已逐步取得領先地位。到

1 9 9 6年，第三產業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占私營企業總戶數的比重達到5 0 . 0 8％。若

從1 9 9 4年算起，到2 0 0 4年的1 0年間，第三產業在私營企業中的比重增加了1 8％。

2004年，在私營企業中，第三產業有233 .14萬戶，占總戶數的63 .86％；1994年，

第三產業有19.8萬戶，占總戶數的45.8％。

至於私營企業中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在最近 1 0年間比重的變化如下：第一

產業， 2 0 0 4年有 6 . 7 2萬戶，所占比重為 1 . 8 4％； 1 9 9 4年有 2 , 9 3 5戶，比重為 0 . 6 8

％。第二產業，2004年有125 .21萬戶，比重為34 .3％；1994年有23 .1萬戶，比重為

53.47％ 32。

32 以上從「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到「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各段落所引之數據資料，詳見：袁承志編，
「2004年全國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發展概況」，民營經濟（杭州，2005年第2期），頁12-13；蘭士
勇，「1994-2004年的中國私營經濟」，同註2，頁6-8；同註1，頁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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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參與越來越高

隨著私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中共相關政策的放寬，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越來

越高。據大陸內部權威機構所作的問卷調查，1 9 9 3年，僅有3 . 9％的私營企業建立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到2004年，則上升為30％（見表一）。至於私營企業主在開辦

私營企業之後加入共產黨的人數占全部私營企業主的比率，從1990年以後呈現逐年

顯著增加的趨勢，1 9 9 0年僅約1％，1 9 9 2年即上升到1 0％，1 9 9 6年為1 7％，1 9 9 8

年為25％，2000年上升到將近30％。而私營企業主擔任各級人大代表的比率，也逐

年上升（見表二），如：1 9 9 7年為1 0 . 3％，2 0 0 0年為1 5 . 7％，2 0 0 2年為1 7 . 3％，

2004年為18 .2％；但私營企業主擔任各級政協委員的比率，則先升後降，如：1997

年為22％，2000年為35.8％，2002年為35％，2004年為30.6％ 33。

表一　私營企業建立共產黨組織之比例

                                                           單位：％

調查時間
已建立黨組織

的企業比例

未建立黨組織

的企業比例
合計 樣本數

1993   3.9 96.1 100.0 1,421

2000 17.4 82.6 100.0 3,027

2002 27.4 72.6 100.0 3,253

2004 30.0 70.0 100.0 2,460

註：1997年的調查問卷未設關於企業是否建立黨組織的問題。
資料來源：同註33，頁252。

表二　被調查私營企業主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比例變化

                                                     單位：％

年份 1997年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各級人大代表
比例 10.3 15.7 17.3 18.2

樣本數 1,947 3,073 3,256 3,012

各級政協委員
比例 22.0 35.8 35.0 30.6

樣本數 1,947 3,073 3,256 3,012

資料來源：同註33，頁256。

33 關於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之數據，係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及中華全國工商聯先後所作的5次問卷調查所
公布的數據。詳見：陳光金，「1992-2004年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一個新社會階層的成長」，同註2，
頁2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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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語

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的轉型，在傳統體制和結構的

縫隙中，在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裡，孕育、萌生了一種有別於公有制

經濟的新的經濟形式－私營企業。它因產權清晰、利益分配機制明確、自主經營、

自負盈虧、對市場反應靈敏，在激烈多變的市場競爭中，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生命

力。它的發展，被稱之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遷中最令人矚目的新的經

濟社會現象」 34。這個新的經濟社會現象不僅令人矚目而已，也引起學者、業者，

甚至社會大眾的廣泛討論。本文介紹了其中對私營企業的定義、屬性、地位和特點

等之討論，筆者也在文章中根據個人的觀察、訪談與研究，提出個人的一些心得和

看法。在可預見的未來，甚至更長的未來，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仍將持續的發展，

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將持續增加。筆者期望經由本文

對私營企業的定義、屬性、地位和特點之探討，能夠有助益於對私營企業的其他問

題，甚至整個「非公有制經濟」的相關問題作整合性或更深入的研究。

34 同註2，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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