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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从经济层面看，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变化最大：一是民营经济复苏，导致国民经济微观基础发生根本
变化，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民间资本的能量得到释放；二是闭关锁国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
，国际资本进人中国，“三资”企业大量涌现；三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正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三个变化。
是中国各种变化的基础。
三者之中，民营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是最基本的。
可以说，民营经济改变了并将进一步改变中国。
　　民营经济引发的变革，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1.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从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三分天下”。
　　截至2007年年底，除金融资产外，经营性国有资产29万亿元，净资产9万亿元。
国企11.9万户（央企152户，总资产12.2万亿元，净资产5.39万亿元）。
此外，还有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总额8.01万亿元（其中净资产5.31万亿元）。
中央金融国资1.2万亿元，管理着40万亿元金融资产。
全国金融总资产57.7万亿元。
　　“三资”企业28.6万户，注册资金11591亿美元，投资总额2.11万亿美元。
　　民营企业（含私企551万户、个体户2700万户）注册资金超过10万亿元.投资总额超过20万亿元。
此外，还有15万户民营科技企业，总资产7万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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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成立于1993年，是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法人组织
。
业务范围包括：学术研究、业务培训、书刊编辑、专业展览、国际合作、咨询服务等。
现有会员300余人。
主要来自中央机关、经济、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省级工商局、工商联、经济、社会科学
研究部门从事民营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十多年来，组织了八次全国性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出版《中国私营经济年鉴》六卷，《民营经济
内参》300余期，主办“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六次，设有“民经网”。
本会名誉会长孙起孟、王光英、孙孚凌、经叔平、黄孟复、马仪、胡德平、刘国光、钟攸平、张彦宁
、张绪武、高尚全、蒋祖祺、朱森林。
本会高级顾问于光远、王珏、厉以宁、江平、吴敬琏、萧灼基、童大林、晓亮、戴园晨、孙晓华、辜
胜阻、谢经荣、游宁丰、尹明善。
本会会长保育钧，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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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实践和趋势风风雨雨三十年，无心栽柳柳
成荫——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复苏改革开放后的私营经济劳动法规调整下的劳资
关系走向新时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愿望、要求和政治参与中国私营企业的“生存”与“死亡”—
—1997-2006年跟踪调查数据分析报告重视商会在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关于行业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
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为何难?1993年全国首次私有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1995年中国第二次私
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1997年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部分数据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营企业
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2004年中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
调查数据及分析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附录鱼塘风波——一次关于鱼
塘承包问题的讨论年广久：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姜维：中国私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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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结论　　（1）私有企业主中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在经办私有企业这样需要付出沉重的智力、体
力代价，并较具风险的事业中，今天男性还是处于主导位置上。
把私有企业主作为总体观察，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好，是颇具特色的社会新群体。
　　（2）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近30年时间里中国内地没有私有企
业，因此现在出现的这一代私有企业主与过去的有产者没有血缘关系，绝大多数人也不曾有过作为资
产者的经历。
恰恰相反.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经济收入、社会声望都居全社会前列的是干部、技术人员，私有
企业主中相当多的一批人曾是这些队伍中的成员（在城镇高达三分之一，在农村也有五分之一）。
城镇企业主另一重要来源是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城市无业闲散人员所占比重是很低的。
无论城乡。
来自农民的私有企业主比例都相当高（尤其在农村企业主中要占一半以上）。
这反映了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出现了剩余资金并投向农业
以外的行业，部分家庭经营规模扩大，出现了雇佣劳动形式，雇工人数增多后。
发展成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农民就成为私有企业主。
如果从时间上看，部分工人、尤其是农民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后顾之忧相对较少，
在1988年以前就已开始个体经营，规模扩大后较早转变成私有企业主，而原来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
进入私有企业主行列较晚，是在1989年以后才逐渐增多的。
虽然相当多私有企业家族制管理色彩很浓，但真正开“夫妻店”的比例并不高，农村企业主的配偶多
数仍是农民，而城镇企业主的配偶多数仍在其它所有制单位从事原来的职业。
作为一个家庭，相当多的情况下仍是“一家两制”，脚踩在两只船上，仍未摆脱与原职业、原单位所
有制的联系。
　　私有企业主下一代中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的比例相当高。
子承父业的比例也不低，但并不是子女们的第一选择。
当然，由于私有企业主的子女多数尚未成年，因此，他们是否继承父辈的事业和财产还有待进一步观
察。
　　（3）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干部比例相当高，大约政府各部门的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各占一半。
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今天私有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互动
关系。
因此，私有企业主在刻意织造这张以各级各类干部为主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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