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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经济
、

私营企业主阶层产生
、

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演变

陆 学 艺

〔提 要〕

我国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这一经济力童的认识
,

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

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

本文 回顾 T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在我国的发展轨

迹以及党和政府对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在理论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
。

指 出了私营经济继续

发展对理论研究提 出的新任务
、

新课题和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研究私营企业主问题时
,

遇到了很多理论和实际问题
。

19 81 年第一批私营企业主诞生 (如广

东的养鱼大户陈志雄和芜湖的傻子瓜子年广久等 )
,

就有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
:
一种认为私营企业

是私有经济
,

私营企业主就是资本家
,

剥削剩余价值
,

属于资本主义性质
,

不能任其发展 ; 另一种意

见则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不能适应广大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
,

个体私营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

所以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
。

这类争论从未中断
,

一直

到现在
。

在社会主义社会搞市场经济
,

允许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存在和发展
,

这是一个新的理论课

题
。

这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同的
,

也和我国自 50 年代中期以来颁行的法律法规相左
,

同

在公有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干部
、

群众已经形成的认识和观念相违背
。

所以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自

个体
、

私营经济开始萌生
,

基层和领导
、

政界和学界
,

实际工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
,

就有各种不同

的争论
。

特别是关于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问题
,

争论得相当激烈
。

好在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
,

确立了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我们并没有停留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上
,

而是尊重实践
,

尊重群众的创造
,

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
、

私营企业主问题
,

在政策认识上是随着实践的发展
,

而逐渐

深化的
,

在法律法规上作了几次重要的修正
,

在政策上是不断完善的
,

经历了从开始容许存在
,

发展

到鼓励
、

支持和引导其健康发展
,

这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
。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私营经济

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擅变的过程
,

既有实践意义也有理论意义
。

新时期关于私营经济
、

私营企业主阶层产生
、

发展的回顾

解放初期
,

我国有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 以】〕多万人
,

私营工商户 16 万户
。

经过 so 年代的

对个体工商户
、

私营工商户的社会主义改造
,

到 1966 年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只剩下 156 万人 ;

经过文化大革命
,

到 197 8 年
,

个体工商户也只剩下 巧 万户
。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已经消灭了
,

不过他们人还在
,

但绝大多数已转变为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干部和职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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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8 年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实行改革开放
,

农村首先恢复自留地
,

允许家庭副业生产
,

开放集市贸易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

于是
,

已经在神州大地几乎灭绝的个体私有经济又破土而出
,

迅速成长发展起来
。

先是在小城镇的农贸市场
,

一批半农半商的农民在集市做买卖
,

办饮食服务

业
,

以后
,

县城和中小城市的市场也开放了
,

城镇的待业
、

失业者自谋出路
,

办小商业
、

服务业
。

70

年代末
,

80 年代初期
,

l(xX) 多万知识青年回城
,

政府
、

公有企事业单位一时容纳不了
,

他们只能自谋

职业
,

到市场找出路
,

一大批个体商业
,

服务业和工业小企业就办起来了
。

城乡市场的存在
,

长途贩

运
、

商业交换就必然兴旺起来了
。

出现了一批离土不离乡的商业
、

服务业专业户
,

有一些是从事长

途运输的专业户
。

不久
,

就出现了雇工现象
,

私营企业主也就应运而生了
。

1979 年 2 月
,

国家召开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
,

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 口的闲散劳动

力从事修理
、

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
,

但不准雇工
。

会议文件经党中央
、

国务院批准转发各地
。

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
,

第一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文件
。

19 50 年
,

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
,

明确指出
: “

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
,

实际劳动部

门介绍就业
、

自觉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 ”

为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

198 1 年 6 月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 “

在 195 5

年夏季以后
,

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
,

工作过粗
,

改变过快
,

形式也

过于简单划一
,

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 ”

决议又同时指出
:

在现阶段
“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

是我国基本经济形式
,

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
” 。

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
,

以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个体私有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
。

但是
,

对于有雇工的私人企业
,

思想阻力仍然很大
,

有很大的争议
。

197 9 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

志雄承包鱼塘 8 亩
,

1980 年扩大到 105 亩
,

雇长年工人 1 人
,

雇临时工 碑加 多个工 日
,

当年获纯利 1

万多元
。

对此人民日报从 1981 年 5 月 29 日

—
9 月 19 日辟专栏进行讨论这个现象

,

社会争论很

激烈
。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
,

198 1 年 7 月
,

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的规

定》
,

文件明确强调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意义
,

并且指出
: “

在必要时
,

个体经营户可以请

1一2 个帮手
,

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术的
,

可以带 2一3 个至多不超过 5 个学徒
。 ”

这就为个体经

济可以雇工经营作了政策规定
,

实际也就是为后为个体工商户(可以雇工 7 人)和私营企业(雇工在

8 人以上者 )作了界定
。

1982 年 9 月
,

党的十二大召开
,

在政治报告中
,

专门讲到
: “

由于我国生产力

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
,

又很不平衡
,

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同时并存
, ”“

在农村和城市
,

都要

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
,

有益的补充
。 ”

同年 12 月
,

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第十一条规定
:

“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
,

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

国家通过行政管

理
、

指导
、

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 ”

个体经济有了法律地位
,

但对于雇工多于 8 人的私人企业
,

虽然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

已经很

常见了
,

这是个体工商业在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

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

但在党内的社会上争论仍

然很激烈
。

1982 年
,

经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
,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
“

看一看
”

的方针
。
19 83 年初

,

中共中央发布了农村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
: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不允许剥削制度存在
。

但我们又是发展中国家
,

尤其是在农村生产力水平

还比较低
,

商品生产不发达
,

允许资金
、

技术
、

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形式的结合
,

对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是有利的
。” “

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
,

请帮手
、

带徒弟
,

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

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
,

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
,

不宜提倡
,

不要公开宣

传
,

也不要急于取缔
,

而应因势利导
,

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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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私营经济开始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刻
,

党内外争论非常激烈
。

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

英明决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在 1983 年 1 月 12 日
,

他同国家计委
、

经贸委
、

农业部门的领导同志

谈话时时指出
: “

农村
、

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

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

是大家都拥护

的新办法
,

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

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
,

现在放得还不够
。

总之
,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

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

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

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 ” ¹ 小平同志历来是从人民的富裕幸福

、

社会主义国家的兴旺发达

的大局来考虑问题的
。

后来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

在这里就讲到了
。 1984 年 10 月

22 日
,

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
: “
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

。

前些

时候
,

那个雇工问题
,

相当震动呀
,

大家担心得不得了
。

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

那个能影响到我

们的大局吗 ? 如果你一动
,

群众就说你政策变了
,

人心就不安了
,

你解决一个
‘

傻子瓜子
’ ,

会牵动人

心不安
,

没有益处
。

让
‘

傻子瓜子
’

经营一段
,

怕什么 ? 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 º

正是在这个
“

看一看
”

的方针引导下
,

孕育了私营企业的发育和成长
。

据工商行政部门统计
,

197 9 年
,

个体户从业人员为 31 万人
, 1980 年为 56 万户

。 1981 年
,

个体工商业户有 %
.

1万户
,

从业

人员 121
.

9 万人
。 19 82年为 150

.

4万户
,

184 万人 ; 1987 年为 419
.

5 万户 537
.

8 万人
,

1988年为 920
.

1

万户 1438
.

3万人
。

当时私营企业还统计在个体工商业户中
,

如以私营企业占个体工商户的 1% 计
,

则 19 87 年已经有 4
.

2万户
。

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广东
、

浙江
、

福建等省
,

一是这里开放改革比较

早
,

政策宽松
,

二是市经济发展快
。

个体工商户发展为私营企业要有一个资本积累过程
。

在这一阶

段
,

社会争论不是很激烈
,

各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

陆续出台了一批登记管理私营企业政策
。

工商行

政部门
,

也开展了对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工作
。

19 86 年冬
,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

对私营企业问题进行了讨论
,

于 19 87 年初发布的中央 5 号文

件《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人》指出
: “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

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

可避免的
。 ”

对私人企业
“

应当采取允许存在
,

加强管理
,

兴利除弊
,

逐步引导的方针
” 。

至此
,

在党的

文件中
,

第一次确定了私营企业的地位
。

198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

在政治报告中
,

对私营经济的地位
、

性质和积极

作用
,

作了明确的阐述
, “

实践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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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是国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 ,

并且强调
: “
必须尽快

地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
,

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
,

加强对他们的引导
、

监督和管理
” 。 “

目

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
,

而是还很不够
。

对于城乡合作经济和私营

经济
,

都要鼓励他们发展⋯⋯
,

在不同的经济领域
,

不同的地地区
,

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

有所不同
。 ”

应当说
,

十三大的报告
,

对个体
、

私营经济的论述
,

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非公

有制经济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
。

19 88 年 4 月
,

全国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

修改后的第 n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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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一次

写进了宪法
。

以后
,

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
,

使私

营企业进人了合法发展阶段
。

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在创造新的生产力
,

创造新的经济形式
,

并不断改变人的认识
。

而认识的

改变
,

形成新观念
,

新的理论
,

再付之实践
,

又不断推进实践的前进
。

私营企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¹ 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

第 23
、

9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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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孕育
、

产生
、

发展
、

成长
,

到 1988 年已经发展成一支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力量了
。

当年私营企业开

始单独统计(过去是和个体工商业户统计在一起的)已有 22
.

5 万户
,

从业人员 3印多万人
。

但是
,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以后
,

社会上一度沉寂的对私营企业非难的舆论又起
,

认为私营企业

主是新的资产阶级
,

发展私营经济就是搞私有化
,

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异己力量
,

甚

至有人说私营企业主是政治动乱的社会基础等等
,

对私营企业发展的冲击很大
。

加上这时国家宏

观经济又进行调整
、

整顿
,

经济环境趋紧
,

所以有相当一批私营企业停业或转化了
。

到 1 989 年底统

计
,

有私营企业 00 851 户
,

从业人员 164 万人
。

比 1988 年减少 了一半还多
。

据我们调查
,

实际并没

有减少这么多
,

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
,

又重新戴上红帽子变成集体企业
,

或找了挂靠单位
,

交管理费
,

买一顶红帽子
。

还有一批是通过
“

七不上八下
”

的办法
,

又退 回到个体工商户
。

到 19以)

年
,

逐渐稳定下来
,

当年有私营 9
.

8 万户
,

从业人员 170 多万人
。

199 1 年 7 月
,

中共中央统战部通过

调查研究
,

在《关于工商联工作若干问题的旨示》中
,

专门指出
: “

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不应和过去工商

业者简单类比和等同
,

更不要像 50 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而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
、

帮

助
、

教育
、

引导的方针
,

要求他们爱国
、

敬业
、

守法
。 ”

这个文件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各地
,

起了很好的

作用
。

私营企业在大发展是在 199 2 年以后
。

199 2 年初
,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

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

搞市场
,

停止了姓资姓社的争论
,

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

极大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

推动

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大发展
。

在这篇重要的谈话中
,

他还专门谈到改革的政策不能变的

问题
。

他说
: “

农村改革初期
,

安徽出了个
‘

傻子瓜子
’

问题
。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
,

说他赚了一百万
,

主张动他
。

我说
,

不能动
,

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

得不偿失
。 ” ¹ 199 2年 9 月

,

中国共产党第 14

次代表大会
,

明确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报告指出
: “
在

所有制结构上
,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
,

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
、

外资经济为补

充
,

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
。 ”

并且还说
: “
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 ”

“

国家要为各种私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

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 ”

小平同志的讲话
,

十四大的精神为私营经济的大发展确定了方向
,

也开辟了航路
。

各地的私营经济自此更加迅速发

展起来
。

到 199 2年底
,

私营企业达到 13
.

9 万户
,

比上年增长 28
.

8 %
,

从业人数 231
.

9 万人
,

增长

26 %
,

注册资金 22 1
.

2亿元
,

增长 79
.

8 % 。

到 199 6 年
,

全国私营企业主已达 81
.

9 万户
,

从业人员

117 1
.

1万人
,

注册资金 3752亿元
。

199 7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

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进行了新

的阐述
: “
公有制为主体

、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

度
。

这一制度的确立
,

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
:
第一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必须

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二
,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需要公有制为主的

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第三
,

一切符合
‘

三个有利于
’

的私有制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

务
。 ”“

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提出这一科学论断
,

也就确立

了个体
、

私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 1999 年 3月

,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

把宪法第十一条中关于
“

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

充
” ,

修正为
“

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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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尽管社会上对私营企业
、

私营企业主有种种议论
,

但私营经济在实践中还是在不断发展
,

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从总体上说
,

表现相当的好
,

这是出乎许多人

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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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外的
。

在不少人的心 目中
,

总认为这些私营企业主的出身都是些
“

不三不四
”

的人
,

或者是
“

官

倒
” ,

或者是原来资本家的后代
。

事实不然
。

据中共中央统战部
、

全国工商联
、

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

在 199 7 年组织的课题组对全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
,

私营企业主开业前的职业构成为
:

专业技术

员同4
.

6 %
,

企事业干部 23
.

5 %
,

工人
、

服务人员 10
.

7 %
,

农民 16
.

7 %
,

个体户 38
.

2 %
,

其他或无业 6
.

5 %
。

¹ 这个调查说明
,

私营企业主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

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环境

下
,

在党和国家关于一部分人可以带头致富的号召下
,

通过各种形式的创业活动
,

把劳动
、

资本
、

技

术
、

信息等生产资源结合起来
,

精心经营
,

办起了各式各类的企业
,

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

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作了贡献
。

当然
,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洪流中
,

也有少数私营企业主违法经营
,

偷税漏税
,

行贿欺诈
,

钱权交易
,

但这是支流
,

不是主流
。

这是应该明辨的
。

2(X X) 年 5 月
,

江泽民同志在江苏
、

浙江
、

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
: “
现在的私营企业

主
,

是在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带头致富号召下发展起来的
,

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
。 ”

在全国统

战工作会议上
,

江泽民同志还明确说过
:
通过诚实劳动

,

合法经营的私营企业主
,

为建议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
。 2(X) 1年 7 月 1 日

,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

讲话中指出
: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

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

员和技术人员
,

受雇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

个体户
、

私营企业主
、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

自

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

又说
: “
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

,

通过合法

经营
,

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了贡献
,

他们与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
、

干部和解放军

指战员团结在一起
,

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 “

来自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
、

军

人
、

干部的党员
,

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
,

同时也应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
,

自觉

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
,

经过长期考验
,

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

来
。 ”

江泽民同志关于私营企业主中
“

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
” , “

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
” ,

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可以人党的论述
,

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地位作出的科学论断
,

理论和实践意义都非常重大
,

有利于统一全党对于

私营企业主这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本质属性的认识
,

有利于国家制定合理的经济社会政策
,

有利于

充分调动私营企业主阶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

必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

私营经济继续发展的实践对理论研究提出的课题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
,

20 多年间
,

个体
、

私营经济从孕育
、

萌发到发展
、

成长
,

到近几年的迅速发

展
,

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四次代表大会
,

每次政治报告
,

根据个体私营经济实践进展
,

都有一些新的

论述 ;经历了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
,

在制定宪法和后来两次宪法修正案
,

对个体
、

私营

经济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

性质和地位
,

都作了符合实践发展的规定和订正
,

从而推动和促

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

发挥了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

回顾
、

总结

这个重大的实践和认识过程
,

很有必要
,

也很有意义
。

因为直到现在
,

私营经营和私营企业主在这

个阶层还在迅速发展
,

实践中还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
,

而且在理论上也还有许多重要方面需要进一

步研究
,

特别是社会上对于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的认识仍还有不少争论
。

所以
,

继续深人开展对于

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调查研究
,

继续进行理论探讨就十分必要
。

以下是私营经济和私营

¹ 《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

华文出版社 2(X X)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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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堂鱼史里鱼茸经济
、

私营企业主阶层产生
、

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演变

企业主阶层发展的趋势
:

一
、

私营经济还在继续发展
,

从以下表格
,

可以看到它的过去和现在
,

也可推知今后的大致发展

趋势
。

私私私营企业户户 投资者人数数 从业人数数 注册资金金 营业收人额额 个体私营经济年年

数数数(万 ))) (万人 ))) (万人 ))) (亿元 ))) (亿元 ))) 纳税额(亿元 )))

1119 8111 l(户 ))))))))))) 6
.

222

11198888 22
.

500000 3印印印印 8999

11198 999 9
.

08 5 11111 16444 翻翻 9777 134
.

222

1119以))) 9
.

88888 170
.

222 95
.

222 12222 145
.

666

11199 111 10
.

88888 183
.

999 123
.

222 14777 17999

11199 222 13
.

99999 23 1
.

999 22 1
.

222 20555 20 333

11199 333 23
.

88888 372
.

666 6 80
.

555 300
.

222 29 333

11199 444 43
.

22222 MS
.

444 144 7
.

888 758
.

555 37 OOO

11199 555 65
.

55555 95 666 26 2 1
.

777 1499
.

222 42 9
.

666

11199666 8 1
.

99999 1 17 1
.

111 375 2
.

444 2 2 7 6
.

777 45 OOO

11199 777 %
.

11111 134 9
.

333 5 l4()
.

lll 3〔巧巧
.

777 54000

11199 888 120
.

11111 17的
.

111 7 198
.

111 5323
.

777 7(X)
.

888

11199999 巧0
.

99999 2胜 1
.

666 1舰87
.

333 7 14 9
.

3888 83000

222(X X))) 176
.

222 395
.

3555 2() l1
.

1555 13307
.

6999 9884
.

0666 1 17777

222(X) 111 202
,

854 888 闷以)
.

834 888 225 3
.

029666 182 12
.

2 35444 1 14 84
.

22222

¹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l一3》
、

《民营经济内参》等
。

º 1望趋〕年以前的从业人数中包括投资者和雇工
。

» 纳税额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的总数
。

二
、

上面表列的数字是私营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数字
,

而近些年私营经济发展

的实际数字还要比这个大
。

第一
,

全国乡镇企业中大部分集体企业已经转制
。

据 199 8 年中国统计

年鉴统计
: 199 7 年全国城镇企业有 20 15 万个

,

其中乡办 34
.

2万个
,

村办 95 万个
,

共 129
.

2万个
。

这

些乡办
、

村办原是集体所有制的
,

但 1995 年以后
,

乡镇企业改制
,

80 % 以上都已转制
,

通过租赁
、

大

户控股
、

拍卖等形式转变为私营企业或类似私营企业了
,

但现在的统计
,

多数还是在集体企业里面
。

这大致有 100 万户左右
,

每户平均有 3个投资者
,

则有 3(X) 万人
。

这些转制的乡镇企业规模都 比较

大
,

经济实力大
,

如 199 7 年户均从业职工为 41 人
。

第二
,

199 5
、

1996 年以后
,

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

抓大放小
,

大量的国有小企业都已转制
,

通过租赁
、

拍卖等形式转变为私营企业或私人租赁经营的

企业
,

这大致有 50 万个左右
,

每户的投资者以 2人计
,

则有 100 万人
。

第三
, 2(X) 1年 12 月底

,

全国个

体工商户有 24 35 万户
。

因为现行的政策对个体工商户还是优于私营企业 (如税制和税率等 )
,

所以

有些个体工商户经济实力已经很大
,

但仍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

而不愿登记为私营企业
,

以总量的 0
.

5%计
,

也有约 122 万户
,

每户 1 人则有 122 万人
。

这三部分共为 522 万人
,

加上登记在册的 月以)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X) 3 年第 1 期

万
,

投资者共为 9 82
.

8 万人
。

所以近来有些文章称
,

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已有千万之众
,

拥

有资本金 2亿以上
,

是有根据的
。

三
、

私营经济的实力已经很大
。

据工商行政部门的资料
,

2的 1 年全国私营企业 202
.

8 万个
,

从

业人员 27 14 万 (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 22卿如 万的 1 1
.

3% )
,

注册资金 182 12 亿元
,

实现营业收人
1 1484 亿元

,

社会消费零售额 624 5 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37595 亿元的 16
.

6 % )
,

出口创汇

折合人民币 9 13
.

47 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 4
.

2 % )
,

当年安置国有企业职工 58
.

61 万人
,

其中有 9
.

69

万人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
。

如果加上上述还未统计进的已经实际成为私营企业的数值
,

那

么
,

其经济总量已很可观了
。

在有些省
、

市
、

地区和县里
,

私营经济的问题已经是半壁江山或三分天

下有其二
,

已经是举足轻重了
,

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好
,

可说是方兴未艾
。

四
、

随着私营企业经济的发展
、

壮大
,

社会影响也 日益扩大
,

也就有了政治方面的要求
,

涌现了

一批私营企业主积极参与党和政府组织的活动
,

赞助
、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

私营企业主中有的原来

就是共产党员
、

党的干部
,

积极参加党的活动 ;有的私营企业主
,

积极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 ; 有的被

选为地方行政的干部
,

更多的被选为乡
、

县
、

市
、

省和国家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

积极参政议政
。

199 8 年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有 48 名
,

被推选为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

有 46 名
。

199 4 年
,

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响应党中央关于先富帮后富的号召
,

自愿组织起来
,

实施光彩

事业计划
,

有一大批私营企业主到老少边穷地区
,

投资助学助医
,

兴办公共福利事业
,

为社会做贡

献
,

博得了国内外的称誉
。

2田2 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

奖章的评选
,

有 300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

卯7 名先进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其中有 4 名是私营企业主
。

主持此项评选

工作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位副主席说
: “

私营企业负责人也是劳动者和建设者
,

为国家和经济建设

作出贡献的也可以当选
。 ”

根据《经济观察报》等披露
:
江苏省和重庆市有四名私营企业主当选为党

的
“

十六大
”

代表
。

其中三位是名列《福布斯》公布的新一届中国内地 100 名富豪排行榜的
,

他们的

资产都在 7 亿元以上
。

应该看到
,

当前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处在兴起和上升阶段
,

积极方面是很多

的
。

但是
,

也应当指出
,

在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中
,

也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
,

投机钻营
,

行贿腐蚀党

政干部
,

与干部搞权钱交易
,

盗窃国家资产
,

假冒伪劣
,

制假售假
,

虐待工人
,

办血汗工厂
,

为富不仁
,

欺压民众
,

挥霍浪费
,

生活糜烂
,

受到了社会的非议
。

五
、

在改革开放以后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
,

孕育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
,

在

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

党和国家已经作了多次研究和总结
,

也提出了比较

明确结论
。

但至今在社会仍有很大的争论
,

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有疑虑
,

连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许

多人心中也不安
,

总怕政策还要变
。

社会上这些疑虑的存在
,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不利
。

有

必要对私营经济
、

私营企业主阶层
,

继续进行研究
,

运用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

作出

新的理论概括
。

只有研究深人了
,

理论彻底了
,

才能说服人
,

才能有正确的政策
,

才能用于有利于实

践的发展
。

当今
,

对于如何正确对待私营经济
、

私营企业主阶层这样一个重大的实践和重大理论问题
,

虽

然也有了一些调查的研究
,

有了一批论文和著作问世
,

但真正全面
、

系统
、

有说服力的研究
,

通过全

部历史来说明问题的论著还没有
。

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
,

对私营经济
、

私营企

业主阶层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

写出深刻而全面的论著
,

必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产生重

大影响
,

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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