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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形成机制、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

陈光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全国统计数据和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能够对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做

描述性界定, 勾勒出这个阶层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研究, 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探求该阶层发

生发展的主要机制: 在宏观上,国家经济制度改革创新、国有经济改制、财税政策变迁以及地方政府竞争, 为私

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在微观上, 较高水平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以职业背景衡量 )

和经济资本在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考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

状况, 可以发现其地位认同的一致性正在不断增强, 政治参与水平亦不断提高,表明这个阶层在主观上也不断

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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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长为一个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人们不仅可以在客观上看到这个阶层的庞大力量, 而且已经可以在社会意识层面

看到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的成长。一方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营经济已经占到较大比重;

另一方面,不同的私营企业主对自身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看法正在趋于一致, 作为一个

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步成长并不断付诸实践,对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形成过程产生越来越大的

影响。本文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和全国工商联等组织从 1993年到 2008年进行的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

调查数据,对这个社会阶层的规模发展、形成机制、地位认同以及政治参与做一描述性分析。

一、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一个新社会阶层

(一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界定

在发展初期,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是根据他们雇佣的人数来认定的。私营企业雇工人数问题在 20世

纪 80年代的中国社会曾经引发了一场争论,其结果是,雇工在 7人以下的被称为个体工商户,雇工 8人

及以上的被称为私营企业主。当时人们认为, 雇工 8人以上,意味着雇主有条件占有剩余价值,从而在

雇主与雇工之间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少论者认为, 这一雇工人数界定来源于马克思在  资本

论 !第九章中的一段论述: ∀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 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但有关研究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例如, 有学者指出,从 1981年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城镇

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形成过程来看,这种规定与其说是为了限制私营经济,不如说是以

一种变通的方式为私营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合法的政策依据
[ 1]
。这就不难理解, 1987年初中共中央发

布的五号文件及 10月份通过的中共十三大报告,都肯定了私营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意义。同年

发布的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在界定私营企业时正式使用雇工人数 8人以上作为标准之一,但并没有由

此认定私营企业存在剥削的意思表示,究其实质,可能还是出于方便对不同规模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这

一目的。进入 21世纪以后,尽管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未被废除, 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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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登记申请时已不再把雇工人数作为标准, 而是以申请者的意愿为准。

因此,本文考察的私营企业,是以企业注册登记性质为依据来界定的;而所谓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

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种类型私营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以及其他混合所有制类型企业 )的自然人出资者,以及在法人出资者中拥有权益的自然人,他们

在自己出资举办的企业中主要从事经营管理活动, 并享有作为出资人应当享有的全部权益。当然,也有

一部分出资者,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其他活动,而只是作为资本所有者享有权益, 或行使某

些决策权力。

(二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展了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 将几乎全部私有

经济改造成公有经济,结果,在 1949年以前近一百年中成长起来的掌握私有经济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了。到 1956年, 公有制已经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形式,

私营经济基本被消灭,其企业被改造的资方人员成为拿定息的阶级。到 1965年,定息制度也被取消, 原

初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完全失去了经济上的存在依据。然而,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以后, 新

生的私有经济又开始重新发展起来, 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 即私营企业主。这个新生阶

层与 20世纪 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联系,而是从中国社会

原有的其他社会阶层中转型过来的
[ 2 ]
。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大多数私营企业或者混迹于个体工商户里,或者隐形于集体企业中。直到

1984年,才有第一家私营企业正式注册登记。从全国来看,有研究显示, 80%的乡镇企业实际上就是私

营企业,即使是乡村集体企业, 也具有不同于纯粹公有制的集体企业的混合经济特征,这些企业中的个

人投资占了相当的比例
[ 3]
。据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组织的对全国 28省、市、自治区 272

个行政村 37 422户的调查, 1984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 3. 2%, 专业户占 3. 5% ,个体工商业户

占 4. 4%。其中,雇工经营的新经济联合体占这种联合体总数的 51% ,每个联合体平均雇工 7. 9人
[ 4]
。

但是,在 1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前夕, 如果仅按营业执照算,以私营企业名义登记的全国只有 6户; 如

果按各地工商局统计,全国雇工 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有 11. 5万户, 雇工人数为 184. 7万人。同时,有关

部门经过实际调查发现,全国 28. 3万户合作经营组织中,属于私营企业性质的有 6万户;以集体名义登

记而实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也有 5万户左右,它们是所谓 ∀带红帽子 #的私营企业。

在 1988年正式认可私营企业以前,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看一看、不鼓励也不打击。 1987年初,

中共中央在  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 !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待私营企业, ∀也应当采取

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 #, 这就是著名的 ∀十六字方针 #, 至今仍是国家指导私

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1987年 11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

方针, 认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

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此次大会实际上为当时的中国确立了一种新的经济体

制,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

1988年 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在  宪法 !第十一条下增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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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6月 15日, 国务院公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相配套的税收法规。所有这一切, 从宪法和法律上初步确

立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地位。这样, 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经过近六年的孕

育,终于从 ∀地下 #走到地上。

1989∃ 1991年是各种非国有制经济遭遇来自政治上的困难的三年。尽管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私营

企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从 1992年起,中国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人数都进入长期持续高速增

长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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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以后,中国私营企业的户数和投资者人数的增长呈现出速度较快而又相对平稳的趋势, 只

有 2002年和 2004年的投资者人数增长明显快于这一时期的其他年份。2002年以后的大发展应当是

与 2001年以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相关政策对私营经济的进一步肯定和支持分不开的。 2001年,

中共中央认为,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并且正式允许吸收

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入党。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修改宪法, 承诺国家保护一切合法私有

财产。同年,国家出台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三十六条。 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颁布, 为私有

财产提供了法律保护。

(三 )私营企业主阶层规模的扩张

由于各种原因,在 1988年以前,我们无法在官方统计中找到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的相关资料。从

1989年起, 官方统计开始提供关于中国私营企业数和投资者人数的权威数据。

表 1反映了 1989∃ 2008年中国私营企业户数和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的发展动态。可以看到, 20

年间,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发展。私营企业总户数在 20年间从 9. 06万户增长到 657. 42

万户, 总增幅达到 71. 6倍,年均增加 34. 12万户, 年均增长率达到 25. 3%。私营企业户数占全国工商企

业总户数的比重,基本上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并且从 2005年起,单就户数而言,私营企业已超过半数, 到

2008年则超过 2 /3。相应地, 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的增长速度也令人瞩目, 1989年时仅有 21万人, 到

2008年则增加到 1 507. 4万人,总增幅达 70. 8倍,年均增加 78. 2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 25. 2%。

表 1 1989年以来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单位:万户、万人、%

年份

私营企业户数 投资者人数

户数 增长量 增长率
占全国企

业数比重
人数 增长量 增长率

占全国从

业者比重

全国 GDP

增幅户数

1989 9. 06 - - 1. 8 21. 0 - - 0. 038 4. 1

1990 9. 81 0. 75 8. 3 2. 1 22. 4 1. 4 6. 7 0. 035 3. 8

1991 10. 78 0. 97 9. 9 2. 2 24. 1 1. 7 7. 6 0. 037 9. 2

1992 13. 96 3. 18 29. 5 2. 4 30. 3 6. 2 25. 7 0. 046 14. 2

1993 23. 79 9. 83 70. 4 3. 2 51. 4 21. 1 69. 6 0. 077 14. 0

1994 43. 22 19. 43 81. 7 5. 2 88. 9 37. 5 73. 0 0. 132 13. 1

1995 65. 45 22. 23 51. 4 7. 8 134. 0 45. 1 50. 7 0. 197 10. 9

1996 81. 93 16. 48 25. 2 9. 9 170. 5 36. 5 27. 2 0. 247 10. 0

1997 96. 07 14. 14 17. 3 12. 4 204. 2 33. 7 19. 8 0. 292 9. 3

1998 120. 09 24. 02 25. 0 17. 7 263. 8 59. 6 29. 2 0. 373 7. 8

1999 150. 89 30. 80 25. 6 23. 1 322. 4 58. 6 22. 2 0. 452 7. 6

2000 176. 18 25. 29 16. 8 29. 0 395. 3 72. 9 22. 6 0. 548 8. 4

2001 202. 85 26. 67 15. 1 26. 8 460. 8 65. 5 16. 6 0. 631 8. 3

2002 263. 83 60. 98 20. 1 35. 9 622. 8 162. 0 35. 2 0. 845 9. 1

2003 328. 72 64. 89 23. 6 42. 7 727. 8 105. 0 16. 9 0. 978 10. 0

2004 402. 41 73. 69 21. 3 49. 4 948. 6 220. 8 30. 3 1. 261 10. 1

2005 471. 95 69. 54 29. 3 55. 1 1 109. 9 161. 3 17. 0 1. 464 10. 4

2006 544. 14 72. 19 15. 3 59. 2 1 271. 7 161. 8 14. 6 1. 665 11. 6

2007 603. 05 58. 91 10. 8 62. 6 1 396. 5 124. 8 9. 8 1. 814 13. 0

2008 657. 42 54. 37 9. 0 67. 7 1 507. 4 110. 9 7. 9 1. 946 9. 0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数在全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重同样值得关注。20年间, 这一比重已经从

最初不到 0. 04%上升到 2008年的 1. 95%。应当说,这一比重在国际上也都属于较高水平。例如,根据

美国学者赖特的研究,在 20世纪 80年代, 美国、瑞典、挪威、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资本家阶级在各国从

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1. 8%、0. 7%、0. 8%、1. 0%、2. 1%和 1. 6%
[ 5]
。相比之下, 中国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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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阶层在总从业人员中所占比重仅略低于英国, 而高于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在国家从业人员中所

占比重。

二、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的宏观条件:政策变化与公共资源支持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发展, 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 也引起学术界

的一些关注。迄今为止,相关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两个相当微观的问题上,一是谁能够成为私营企业主,

二是他们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采取的个体策略、企业家精神。由此,私营企业主个人拥有

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政治资本,成为颇受研究者关心的课题 (贾铤、秦少相, 1993;张厚

义、刘文璞, 1995; 李路路, 1995, 1996;刘林平, 2001; 陈光金, 2004, 2005)。这些研究从一个方面揭示了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的微观机制。然而, 各种制度 ∃ 政策变迁以及社会发展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而

且,宏观条件的变化对于一个阶层的发展来说,可能更为重要
[ 6]
,正是这种变迁提供了私营企业主阶层

发生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空间。

(一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空间不断扩展

回顾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关的中国制度和政策变迁过程,可以看到, 每一次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调

整创新,都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推动着宏观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

具体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民 (私 )营经济研究会从 1993年起共同编纂  中国私营经济年

鉴 !,该年鉴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专题讲话, 收

集了中共中央相关文件、国家相关立法、国务院及其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包括各种条例、规定、

决定、通知、意见等 )。笔者对其进行整理,得到表 2的结果。从国家层面来说,在表 2所列的四个时期

里,以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新政策和新制度,总体上呈增长之势, 表明中国政府重视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程度逐年提高,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表 2 1979∃ 2008年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出台情况

1979∃ 1988 1989∃ 1991 1992∃ 2000 2001∃ 2008 合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相关讲话 (次 ) 12 3 15 10 40

中央文件、

国家法律法规

劳动、人事、就业 11 3 11 8 33

税费、财务 26 3 45 21 95

土地 5 0 3 5 13

金融 15 0 10 22 47

人才、技术 2 0 9 6 17

综合 52 13 66 101 232

合计 112 19 144 161 435

年均 11. 2 6. 3 16. 0 20. 1 14. 5

中央文件、国家法律法规 54 11 63 57 185

涉及外资的政策 (件 ) 33 1 9 2 45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私营经济年鉴!,黄孟复 ( 2009年 )

分析表 2的数据以及相关资料, 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 国家政策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中不同类

型经济的关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在第一个阶段, 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 涉及外资

(包括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 )的占 29. 5% ;而在第三个阶段, 这部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占比重仅

为 6. 3%; 在第四个阶段,更是下降到 1. 2%。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密切相关的: 在 20世纪 80年

代,最受关注的是引进境外投资,为外资进入创造制度和政策环境, 成为当时比较关注的问题。随着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大体形成,国家在立法和出台政策方面就更加关注内资私营经济的发展了。其

次,在所收集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 可能对私营企业发展造成约束的为数很少, 主要涉及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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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经济的税费管理和劳动关系规范,其余绝大多数以鼓励和规范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主旨。另外,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也基本上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第三,从不同时期的立法和政策的内容来看,

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国家退出或许可私营经济进入的领域不断被拓宽的过程,这也是私营经济的地位不

断上升的过程。总之,从国家层面来看,相关的立法和政策文件建构了推动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

政策空间。

除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外, 地方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也蔚为壮观。地方层面大体又可

以分为省级和地市级及以下两个层级。我们先来考察省级相关制度和政策创新问题。根据与上述相同

的方法,笔者对 1992∃ 2005年全国省级政府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法规出台情况进行了搜

集整理,发现在这 14年间, 全国 31个省级政府总共出台了 192种条例、办法、决定、通知、意见和措施

等,平均每省 6. 2种,它们都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以及维护它们的权益

为主旨,有 10个省份甚至出台了专门的个体私营经济权益保护条例。需要注意的是,这还不包括省级

政府各相关部门出台的专门制度和政策。尽管并不排除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存在少数官

员、执法人员侵害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权益的问题,但在省级政府层面, 保护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仍然是

最突出、最主要的政策取向。

地市级政府尤其是县市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可以说是形形色色, 并且都围绕着招商引资这条主

线各出奇招、各显神通。大量相关研究表明,随着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断改革,尤其是 1994年起实

行财政分权和分税制以后,这一层级的地方政府从获取财政收入和政绩的目标出发而与辖区内的企业

密切合作,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政府行为模式。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合作关系较多地存在

于地方政府与乡镇集体企业之间,形成一种被学术界称为 ∀地方法团主义#的合作关系; % 此后,公有制

企业改制几乎把地方政府与乡镇集体企业之间的那种密切合作互动关系的基础破坏殆尽, 但地方政府

及时找到了新的依靠, 这就是私营企业, 推动私营企业发展成为方政府获取政绩和财政收入的新途

径, & 实际上, 在私营经济起步较早的地方, 这种合作关系早已形成。∋ 这种政商关系并非只在个别地

方出现,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别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形势, 即不同行政区域地

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而在改善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展开跨区域政府

间竞争
[ 7]
,这种竞争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所在

[ 8]
。当然,也要看到,这样一种政商关系比

较多地发生在地方政府与大中型私营企业之间,中小型企业则更多的是自主借势发展。

(二 )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不断扩大的经济空间

中国公有制企业改制从两个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尤其私营经济发展迅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首

先,公有制企业改制实际上意味着公有制经济的退出,从而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腾出越来越大的空间。其

次,公有制企业改制本身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大量公有制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转变成了私营

企业, 这些改制企业部分由企业外部的私人资本并购, 部分由企业原有经营管理人员以各种形式获得。

这样, 公有制企业改制就大大扩张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

这里所说的公有制企业改制,包括城乡集体企业以及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城乡集体企业改制大

约从 1995年前后启动, 尽管改制方式形形色色,但私营化则是其实质所在。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大概

于 1996年前后启动,国家采取 ∀抓大放小 #策略,让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关闭或破产, 更多中小型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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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则改制为私营企业。这样,从 1995年起,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数量便逐年迅速减少, 相应地,私营企

业数量则更快地增长。当然,并不是所有被改制的公有制企业都变成了私营企业。据中国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统计, 1996∃ 2005年,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总计减少了 562. 1万户, 改制的力度可谓巨大;同时, 私

营企业增加了 428. 7万户。另外,根据 2004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在全部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中, 通

过公有制企业改制而形成的私营企业占 18. 5%。据此估计,全国将有 100多万家私营企业是由公有制

企业改制而来的。根据表 1, 中国私营企业户均拥有投资者 2. 23人, 据此估计, 在全部私营企业主中,

可能不少于 200万人是借助公有制企业改制发展起来的。

(三 )公共资源支持为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财力物力支持

关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中国一直以来有两种对立说法。一种认为私营企业是靠各种灰色甚至非法

的途径发展起来的,诸如拖欠贷款、假冒伪劣、逃税漏税等等,这种看法一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不利于私

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影响。另一种认为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完全依靠私营企业主自身努力, 没用国家

一分钱。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符合实际。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依靠私营企业主的努力,另一方

面也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国家公共资源的支持。

公共财政资源向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转移,主要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出口退税、税费减免、土地

供应优惠以及各种形式的税收流失, 出口退税和税费减免属于正规公共财政支出,而税收流失则属于隐

性公共财政支出,这些财政支出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收流失和土地优惠很

难统计和估计,这里主要分析出口退税和税费减免给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带来的益处。

中国从 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到 2008年,按现价计算 (下同 ) ,中国出口退税总额已经达到

32 273. 53亿元。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私营企业参与出口的还比较少,据商务部统计, 2002年和

2003年中国私营企业实现的出口额仅为 1. 3亿元和 1. 2亿元。因此, 在这以前中国私营企业从国家出口

退税政策获得的好处是很少的。2004年以后,中国私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不断提高。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

提供的数据, 2003年中国私营企业占有的出口份额仅为 0. 3% , 2004年猛增到 11. 7% , 2008年达到 22. 2%。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中国出口退税额以及私营企业的出口份额来估计, 2004∃ 2008年,从事出

口业务的私营企业能够获得 4 000亿元以上的退税收入。另外,中国商务部统计中的 ∀外资企业#和 ∀其他

企业 #实际还有不少是内资私营企业,例如,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全部 ∀外资企业#中,实属内资私营企业

的 ∀假外资企业#约占 1 /3
[ 9]
。据此, 2001∃ 2008年期间,私营企业获得的出口退税还要增加近 5 000亿元。

这样,进入 21世纪以来,私营企业获得的出口退税总计将超过 9 000亿元。

中国目前共有 400多项减免税规定,涉及增值税、所得税等十几个税种。许多减免税政策都是针对

新开办企业的。地方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减少,新开办企业不是外资企业就是私营企业, 因此,

私营企业无疑将是这些政策的重要受惠者。其他一些涉及开发区发展、就业扶持、西部开发、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样也会惠及相关私营企业。另外, 除了国家层面的各种减免税政策

外,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 用地优惠和税收优惠是常见的两类优

惠。在税收优惠方面,据保守估计,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减免税收平均在 1 000亿元以上
[ 10]
。

鉴于中国私营企业在 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得到较大发展, 我们只考虑最近 15年的情况, 并且按照财

税部门的保守估计来计算, 则全国按现价计算的税收减免总计将超过 15 000亿元。私营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 1 /3提升到了目前的 2 /3,即使按 1 /3计算,私营企业从国家减免

税中得到的好处也将不少于 5 000亿元。

三、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

本节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这是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的微观

机制所在。由于并不打算追溯他们获得这四个方面的背景经历的影响因素,所以,这里的统计分析所使

用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计算各种背景经历的比例分布,从中引出一些结论。

(一 )文化程度:中高等学历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比较历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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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22年中,拥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从 60. 5%下降为 18. 5%,降幅达 69. 4%;

拥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业主所占比例从 29. 0%上升为 41. 7% ,升幅为 43. 8%;而拥有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的业主所占比例,则从 10. 6%上升为 39. 9% ,升幅高达 2. 8倍。这种结果意味着,低学历的人越来越

难以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 20世纪 80年代那种 ∀能数钱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表 3 历次调查中新办私营企业业主文化程度分布 单位: %、年、人

年份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 大学 & 研究生 合计
平均受教

育年限
样本

1980 2. 6 7. 9 50. 0 29. 0 10. 6 0 100. 0 10. 1 38

1981 0 11. 5 53. 8 30. 8 3. 8 0 100. 0 11. 5 26

1982 3. 7 3. 7 51. 9 25. 9 14. 8 0 100. 0 10. 3 27

1983 0 10. 3 41. 2 39. 7 8. 8 0 100. 0 10. 4 68

1984 2. 2 11. 6 37. 7 39. 1 9. 4 0 100. 0 10. 2 138

1985 0. 8 18. 9 32. 6 32. 6 15. 1 0 100. 0 10. 3 132

1986 1. 1 7. 8 45. 6 35. 5 10. 0 0 100. 0 10. 4 90

1987 1. 6 12. 1 34. 7 35. 5 15. 3 0. 8 100. 0 10. 5 124

1988 0 7. 6 33. 5 38. 9 18. 9 1. 2 100. 0 11. 3 170

1989 0. 6 6. 9 38. 4 36. 4 17. 0 0. 6 100. 0 11. 0 159

1990 0 10. 1 26. 6 34. 8 27. 5 0. 9 100. 0 11. 6 109

1991 1. 0 5. 0 32. 7 39. 7 20. 8 1. 0 100. 0 11. 3 101

1992 0. 8 6. 3 34. 6 37. 6 18. 1 1. 6 100. 0 11. 2 127

1993 0. 0 10. 7 31. 0 26. 2 31. 0 1. 2 100. 0 11. 5 84

1994 0. 3 7. 4 32. 8 40. 2 19. 3 0. 3 100. 0 11. 2 296

1995 0. 0 3. 7 31. 7 45. 5 18. 7 0. 4 100. 0 11. 0 268

1996 0. 4 6. 1 26. 8 41. 7 25. 0 0. 0 100. 0 11. 5 228

1997 0. 4 0. 8 19. 4 33. 8 43. 0 2. 5 100. 0 12. 4 242

1998 0 2. 0 21. 5 37. 8 37. 7 3. 0 100. 0 12. 7 302

1999 0 2. 4 23. 4 43. 2 30. 0 1. 2 100. 0 12. 3 167

2000 0 1. 6 13. 4 41. 9 37. 8 5. 3 100. 0 13. 4 246

2001 0 1. 8 16. 7 41. 7 33. 9 6. 0 100. 0 13. 2 168

2002 0 0. 3 11. 2 39. 3 44. 9 4. 3 100. 0 13. 5 303

2003 0 0. 8 12. 7 39. 4 44. 9 2. 1 100. 0 13. 3 236

2004 0 1. 3 11. 7 38. 9 46. 5 1. 6 100. 0 13. 2 316

2005 0 0. 5 13. 0 35. 2 48. 6 2. 8 100. 0 13. 4 216

2006 0 0. 3 7. 3 31. 4 49. 7 11. 3 100. 0 14. 3 354

注: % 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技校 )与中专, & 含大学专科与本科。

(二 )职业经历:专业技术型和管理型职业背景逐渐占据优势

对私营企业主在开办本企业前的最后职业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原来人们关于私营企业主阶

层的社会来源的想象,如认为农民、工人、失业半失业人员甚至 ∀两劳 #释放人员等社会边缘群体构成私

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背景的传统看法,即便曾经与过去事实有一定契合,但明显与现在的事实相反。表

4显示了不同时期私营企业主开办企业前的最后职业状况。尽管问卷设计的职业类别在不同年份调查

中有所不同,但在主要职业背景变动方面,还是可以看出一定趋势的。

首先,在 1993年以前,来源于普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务农农民、工匠等基层社会的私营企业主

所占比例,合计达 59%, 这确实表明,至少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初, 中国的基层社会成员有很多

机会在经济上向上发展,成为新时期的经济精英。但在 1993年以后, 来源于基层社会的新办私营企业

业主所占比例就显著下降了,到 2000∃ 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 12. 9% (不含办事人员 )。 2002∃ 2003

年的数据由于 2004年调查的问卷设计与以前不同,因而难以对部分结果进行直接比较:办事人员、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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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服务业员工所占比例为 14. 4%, 其中包含了办事人员, 却又不包括农民 (农民被归入 ∀其他 # )。

但企业供销人员以上背景的新增业主所占比重仍然达到了 67%。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后起, 私营

企业主阶层形成的社会微观机制发生显著变化,底层社会在经济方面向上发展的机会显著减少。

表 4 历次调查中新增私企业主开办本企业前的最后职业 单位: %、人

注册年份

最后职业

1992年

以前

1993∃

1996年

1997∃

1999年

2000∃

2001年

2002∃

2003年

2004∃

2005年
2006年

专业技术人员 11. 1 3. 9 10. 4 3. 7 15. 0 13. 5 17. 7

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 5. 9 3. 0 3. 8 2. 7 14. 0 - -

企业负责人 15. 4 24. 6 41. 1 63. 0 14. 4 18. 3 27. 2

科级以下干部 - - - - 11. 1 6. 1 8. 1

县处级干部及以上 - - - - 1. 2 1. 5 2. 1

村 (大队 )干部 - - - - 2. 1 2. 3 0. 9

企业供销人员 - - - - 9. 2 8. 3 7. 5

个体户 8. 6 27. 4 14. 9 11. 9 - 21. 6 5. 7

小计 41. 0 58. 9 70. 2 81. 3 67. 0 71. 6 69. 2

办事人员 - 1. 7 5. 3 5. 9

普通工人 24. 3 2. 9 7. 9 3. 5

商业服务业员工 7. 2 4. 0 4. 4 2. 7

14. 4

- -

19. 2 19. 5

务农农民 12. 4 4. 4 5. 0 1. 5 - 3. 3 7. 8

专业户 - 10. 8 2. 2 - - - -

军人 1. 0 0. 1 0. 3 0 0. 6 - -

其他 5. 0 16. 5 4. 2 4. 7 10. 7 2. 8 0. 3

工匠 9. 1 - - - - - -

无职业或未参加工作 - 0. 6 0. 4 0. 5 7. 4 3. 2 3. 3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 100. 0

N 1 356 946 683 405 487 429 334

其次,来自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 (或从事各种干部职业的人 )、企业负责人、个体

户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阶层的新办企业业主, 在 1992年以前所占比例为 41%, 这意味着,虽然其他领

域的社会精英在经济领域自我复制的机制在这一时期不占主导地位, 但其作用亦不可小觑。 1993∃

1996年中, 如果加上来自办事人员这一白领阶层的新办企业业主, 则他们在新办企业业主中所占比例

可达到 60. 6% ,显示出社会精英自我复制机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 2000∃ 2001年期间达

到巅峰,在不包括作为白领的办事人员的情况下, 该比例高达 81. 3% , 此后有所回落, 但大抵稳定在

70%左右。因此, 我们可以说,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在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微观社会机

制中, 所谓精英复制机制的作用上升成为主导机制。

(三 )初始经济资本:进入门槛不断提升

所谓初始经济资本,即投资人或被调查业主在其私营企业最初注册成立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并

且扣除了任何借贷,因而是企业注册时其投资人或被调查业主的经济实力的标志,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

能力的标志,但同时也是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一种门槛。

从调查结果看 (参见表 5) ,私营企业主创办企业时所实际拥有的经济资本,显然远比同一时期的一

般社会成员所能够迅速积累起来的经济力量大得多,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另外,随着时

间推移,新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所需要实际投入的资金,也呈显著增加趋势。在未扣除物价因素的

情况下, 2000∃ 2001年私营企业主个人实际投入的平均值扩大了 8. 3倍,中位数扩大了 7倍。此后, 新

办企业业主的初始投入平均水平有所下降,但实际规模仍然是很可观的。当然, 从标准差看, 不同私营

企业主的初始资本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扩大。这种趋势反映出,随着时间

推移, 不断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人从其他社会阶层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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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出现的资源重新集中的趋势
[ 11]
。

表 5 被调查业主初始资本统计分析 单位: 万元、人

统计量

注册年份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N

1992年以前 19. 1 5. 0 53. 8 999

1993∃ 1996 53. 1 15. 0 274. 5 949

1997∃ 1999 130. 3 38. 0 379. 8 669

2000∃ 2001 236. 6 50. 4 670. 9 361

2002∃ 2003 178. 1 40. 0 691. 6 431

2004∃ 2005 180. 3 35. 0 528. 0 364

2006 154. 7 33. 0 373. 0 204

四、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与政治参与

十多年来,中国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一点也反

映在私营企业主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上。为了测量他们关于自身地位的自我定位, 历次全国私营企业抽

样调查都设计了相应指标,可据以分析他们的地位认同状况。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地位提高,私营

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也在不断地发展, 历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也提供了相当丰

富的信息。我们将利用其中部分数据,简要刻画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及其变化。

(一 )经济地位自我评价

全部年度的调查问卷都把相对经济 (收入 )地位、社会 (声望 )地位和政治 (参与 )地位的评价分为

十级, 要求被调查者选择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等级。为了简化分析, 并与通常的地位等级划分方式对应,

这里把第一和第二级合并为上等,第三和第四级合并为中上等,第五和第六级合并为中等, 第七和第八

级合并为中下等,第九和第十级合并为下等,然后进行简单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自我认同层级有下降趋势。 15年间, 那些自认为处于

中下等和下等的被调查业主所占比例上升了 1. 13倍,而自认属于中上等和上等者所占比例则下降了

40. 3%, 而且这种升降变化都相当稳定 (参见表 6)。稍微积极一些的变化是,认同于中等地位者的比例

略有上升。当然,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认同在中等及以上的比例, 1993年为最高,达到 88. 3%,

此后虽然不断下降,但到 2008年时仍有 75. 1% ,因此,总的来说其认同水平还是较高的。

表 6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认同变化趋势 单位: %

1993 1995 1997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上等 13. 4 8. 4 9. 6 9. 7 9. 0 6. 7 5. 6 5. 1

中上等 34. 5 35. 5 33. 7 31. 8 35. 9 26. 2 24. 7 23. 3

中等 40. 5 42. 7 43. 8 44. 7 41. 2 47. 8 46. 7 46. 7

中下等 10. 1 11. 0 11. 2 11. 7 11. 4 15. 7 19. 7 20. 2

下等 1. 6 2. 4 1. 7 2. 1 2. 6 3. 6 3. 3 4. 7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样本 1 416 2 853 1 947 2 970 3 256 2 951 3 711 3 901

(二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

私营企业主对其相对社会 (声望 )地位的自我评价,总的趋势与其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大致相似,

但其间的变化更复杂一些。从表 7看,自认为社会 (声望 )地位属于中下等和下等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

例在 15年间上升了 1. 24倍,而自认为处于中上等和上等的人所占比重则下降了 49. 8% ,下降幅度更

大一些。2002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 10年间, 认同于上等地位者的比重有所波动, 而认同于中上等者

的比重则呈上升趋势;此后则两者都稳定下降;认同于中等、中下等和下等地位者的比重基本都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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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这种总体上下沉的地位认同趋势, 与新世纪以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评价不断

走高的趋势相背离,其间的原因颇值得思考。

表 7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认同变化趋势 单位: %

1993 1995 1997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上等 24. 4 18. 1 16. 1 19. 5 21. 9 8. 0 6. 9 5. 8

中上等 33. 8 35. 1 35. 2 32. 2 36. 1 25. 5 24. 1 24. 0

中等 30. 7 34. 5 36. 4 35. 8 30. 4 44. 7 45. 5 45. 3

中下等 8. 7 8. 6 10. 0 10. 0 8. 5 17. 2 19. 5 19. 0

下等 2. 4 3. 7 2. 3 2. 6 3. 1 4. 6 4. 0 5. 9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样本 1 416 2 855 1 896 2 972 3 222 2 947 3 702 3 878

(三 )政治参与地位自我评价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地位认同的变化模式仍然与经济地位和社会 (声望 )地位认同的变化模式

相似 (见表 8)。差异主要在于, 认同中等地位者的比重在 15年间提高的幅度达到 32. 3%, 低于中等社

会地位 (声望 )认同的提升幅度 ( 47. 6% ),但高于中等经济地位认同的上升幅度 ( 15. 3% )。

表 8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认同变化趋势 单位: %

1993 1995 1997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上等 18. 9 12. 9 12. 4 14. 3 15. 1 7. 4 5. 7 4. 8

中上等 32. 1 26. 5 25. 8 27. 6 28. 1 20. 3 19. 6 19. 9

中等 28. 5 31. 4 31. 0 30. 5 32. 7 36. 9 38. 4 37. 7

中下等 13. 2 16. 9 18. 1 18. 2 15. 1 21. 4 22. 4 22. 7

下等 7. 4 12. 3 12. 7 9. 4 9. 0 14. 0 13. 9 14. 9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样本 1 413 2 855 1 886 2 956 3 216 2 917 3 673 3 826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三种地位认同都呈下沉趋势,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可能与中国社会各阶

层的整体发展水平都在上升有关,由于大家的发展水平都上升了, 所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相对地位在主

观上可能就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则可能与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的分化相关。例如,从企业销售额分

布来看, 1993年调查时的基尼系数为 0. 7581,到 2008年调查时提高到 0. 8303;再从私营企业主个人的

年收入分布来看, 1993年时的基尼系数为 0. 7554,到 2008年上升为 0. 9445。可见,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

内部分化程度本来就非常高,到 2008年这种分化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此外, 进入后 WTO时代,私营

企业的经营难度也在提高,不少企业处境艰难,这可能也会影响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

(四 )私营企业主的三种地位自我评价的不一致性有明显降低

分析私营企业主对其三种相对地位评价的一致性程度,可以通过比较他们的评价之间的相关程度

来进行 (见表 9)。可以看到, 总体上,私营企业主对其三种主要地位的评价之间的相关程度呈现出提高

的趋势 (当然也存在一些波动 ), 这表明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也存在提高的趋势。从 1993年到 2008

年,经济地位与社会 (声望 )地位的相关系数提高了 40. 4%, 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地位的相关系数提高

了 58. 7% ,社会地位 (声望 )地位与政治参与地位的相关系数提高了 18. 0%。

比较起来,在私营企业主的自我地位评价中,社会地位评价与政治参与地位评价之间的一致性一直

较高, 经济地位评价与社会地位评价之间的相关程度次之,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地位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最低。这可能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对他们的政治参与地位还有更高的期待。但是, 经济地位评价与政

治地位评价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的提高幅度是最大的,这也与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私营经济日益重视的趋

72



势一致。

表 9 私营企业主自我地位评价的一致性程度分析

相关变量 统计值 1993 1997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经济地位 )
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
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 )
政治地位

相关系数 0. 556* * 0. 599* * 0. 538* * 0. 566* * 0. 742* * 0. 746* * 0. 780* *

样本数 1413 1895 2966 3220 2944 3709 3875

相关系数 0. 392* * 0. 425* * 0. 389* * 0. 421* * 0. 586* * 0. 605* * 0. 622* *

样本数 1411 1884 2953 3216 2916 3680 3826

相关系数 0. 661* * 0. 628* * 0. 670* * 0. 639* * 0. 779* * 0. 754* * 0. 780* *

样本数 1412 1885 2954 3216 2917 3682 3826

注: * * 在 0. 01的水平上显著。

(五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作为一个掌握一定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 私营企业主必然逐步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 并且也会付诸

行动。关于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这里仅就他们的主要政治参与形式

和参与程度做一个简要描述。

从多年来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情况看, 参加政治党派,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担任各级

党政职务,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最主要形式。从历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看,加入中国共

产党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参与行为 (见表 10)。从 1993年到 2008年,党员私营企业主的比重呈上升趋

势, 2008年调查的私营企业主中,党员业主所占比重达到 33. 4% , 比 1993年提高 20个百分点,增幅达

到 151%。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党员业主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在成为私营企业主之后要求入党并被中

国共产党接收为党员的,实际上,有不少人在开办私营企业之前曾经是政府官员、国有和集体企业负责

人等, 他们大多数在开办私营企业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据估计, 入党在先、创办企业在后的党员私营

企业主在全部党员私营企业主中所占比重超过 1 /3。即使如此, 2 /3的党员业主在创办私营企业之后入

党,仍然是他们积极要求参政的一个重要表征。至于参加民主党派的私营企业主比例, 从调查结果看,

15年中并未有明显变化,这表明,与加入中国共产党相比,加入民主党派不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选择。

表 10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单位: %

年份
中共党员

比例

民主党派

比例

人大代表比例 政协委员比例 担任党政职务

各级
合计

地市级
以上

各级
合计

地市级
以上

各级
合计

县级及
以上

1993 13. 3 6. 6 - - - - - -

1997 18. 1 4. 7 10. 3 2. 5 22. 0 8. 7 2. 3 0. 8

2000 19. 8 6. 7 15. 8 6. 0 25. 8 10. 9 3. 3 2. 6

2002 29. 9 5. 7 17. 4 5. 7 25. 1 13. 4 2. 5 1. 8

2004 31. 7 5. 7 17. 9 6. 8 10. 9 2. 4 2. 4 1. 6

2006 32. 5 5. 0 19. 0 7. 4 26. 2 11. 2 2. 6 1. 3

2008 33. 4 6. 9 21. 6 8. 6 29. 7 11. 5 2. 0 1. 3

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的第二种重要政治参与形式, 从我们的实地调查来看, 也

是许多私营企业主比较热衷的形式。让私营企业主担任政协委员,很早就成为中国政府较多地向私营

企业主阶层开放的一种政治参与途径,因此,在调查的十多年中, 私营企业主担任政协委员的比重有所

上升, 但上升幅度与担任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比重相比要小许多。在这 15年中, 担任人大代表的私

营企业主比重上升了 11个多百分点, 升幅为 110%。另外, 担任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

比重上升的幅度更大,达到 2. 44倍。这表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程度确实在不断提高。

最后,除了上述各种正式的政治参与外,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参与,这种形

73



式的参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 12]
。

五、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关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和值得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首先,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的私营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私营企业主已经成长为

一个有约 1 500万人的新社会阶层。

其次,这个阶层的社会来源,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中期主要是社会底层群体;到 20世纪 90年代中

期以后,就逐步转变为以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供销人员等中层和中上层社

会阶层成员为主。如果把私营企业主视为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精英,那么, 这个精英群体的形成机制,

就已经从 20世纪 80年代的精英循环逐步转变为 90年代中期以来的精英复制。这必将对当代中国的

社会分化与社会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中国私营企业主所掌握的经济规模从无到有发展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也变得日益显著,因而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也日益提高。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进入私营企业主阶层

的经济资本门槛已经越来越高。

第四,中国私营企业主对其相对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的自我评价, 呈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是他们

的这种评价有随时间推移而降低的趋势, 尤其是他们对其相对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评价,下降得更多

一些, 这或者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势:私营企业主掌控的经济资源越多,他们对政治 ∃ 社会环境的担心越

大;或者表明,大中型私营企业主对其已经获得的社会 ∃ 政治影响力还不满意, 他们还期待着获取更大

的社会 ∃ 政治影响力。二是他们的这种评价之间的一致性在增强,不一致程度在降低。当然,就整个阶

层而言,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完全消失的。

第五,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范围呈现不断提升和扩大的趋势, 在意识和行动两个层面

都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这种政治化的倾向,一方面是这个阶层的利益与公共权力的关

系比较密切的产物;另一方面,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其实际的政治后果究竟是什么,值得进一步探讨。

概括地说,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本文的分析结果都表明,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形成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自为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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