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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制度创新实坝私营芷业可持续发展 

张雅鹂 

(四川省经济贸易学校，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我 国私营企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近年来很多私营企业却难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企业制度创新是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由之路，只有进行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创新，私营企业才 

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迎接 日益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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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ing 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Realizing Private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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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lman Economic Trading School，ĉ啦 610041，China) 

Abstract：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have IIl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quil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n~． 

However．they caJ1 not kee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Reform ofthe enterprise system has been the only way out after a period 

of development．In order to realjze the saltant developme nt and face the competitions and challenges．private enterprises must reform their 

property right~stem．organization system 删 manageme 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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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私营企业状况分析 

(一)我国私营企业发展概况 

私营经济的核心是私营企业。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80年代后，建立在 

雇佣基础上的私营企业的典型形式渐趋成熟，进入 

90年代后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解决 

了长期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 ，确立了“三个有利 

于”的是非标准，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许多地方把发展私营经济由个人行为、部门行为， 

提高到一种 自觉的政府行为，从而使私营企业进入 

了迅猛发展的阶段： 

首先，1989—1998年私营企业户数由 9．1万户 

增加到 120．1万户，增长了 13．2倍，平均每年增长 

33．2％。同期国有企业户数年平均增长 5．37％，集 

体企业户数年均增长 0．27％。 

其次，私营企业注册资金逐年增长。1989—1998 

年私营企业注册资金由84亿元增长到7 198亿元， 

增长了 85．69倍，年增长速度 63．97％，同期 国、集 

体、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金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l2．84％ 、l1．56％ 、36．94％ 。 

其三，私企经营规模不断扩大。1989—1998年， 

私企户均注册资金由9．27万元增加到 59．93万元， 

增长了36．46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23．04％。许多投 

资者已意识到只有走规模经营、联合经营，实行跨地 

区、跨国界经营，提高品牌意识，才能在 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私营企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是市场化改革程度的重 

要标志。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新关注。 

其一，私营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催生者，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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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推动力量。私营企业的发展促进和加快了社会 

主义市场的发育和扩张。在私企发展较快的地方， 

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有了明显的转变，促进了以间 

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加快了构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步伐。 

其二，私营企业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工业化的产 

业结构，推进了国企改革和资产重组。私企首先在 

农副产品、轻工纺织品等方面迅速发展，促进了第三 

产业的异军突起 ，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改善， 

各种比例关系得以相对协调。通过参与国企的结构 

调整和资产重组，实现资本在不同企业的合理分布， 

促进了国有资本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退出，实现所有 

制结构调整，促进资本向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 

转移，实现资本配置结构的调整。 

其三，私营企业促进和加快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的发展。(1)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贡献。1998年 

私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 059亿元，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的比重 10．49％(1989年仅 0．42％)；(2)对 

国家税收的贡献。如广东、浙江省私营企业缴纳的 

税收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30％一50％。 

其四，私营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支持了社会稳 

定。私企的发展，扩大了劳动就业，优化了劳动资源 

配置，具体体现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了城 

镇待业人员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吸纳了一批下 

岗职工再就业为国企减轻了负担；吸引了行政机构 

分流的高素质管理人员。 

实践证明，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创 

造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是社会稳定的 

促进者。但是在产品，技术，知识等创新速度日益加 

快的今天，企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私 

营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排除掉发展中的障 

碍，认识并跨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 

二、企业制度是私营企业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我国私营企业在其创业阶段，充满了活力和生 

机，极富竞争力和开拓精神，对各种机会的把握和利 

用总是恰到好处。这一阶段我国私营企业无论是在 

方法手段上还是在组织建制上都不规范，但效果和 

业绩却颇为可观，从而使不少私营企业在创立之后， 

便有了一个为时不长但速度极快的膨胀发展阶段并 

得以迅速崛起。然而就在这些私企完成了原始积 

累，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了大踏步前进的条件和能 

力之时，他们却停了下来，有的迷失了目标和方向， 

表现出一系列的非理性行为，有的从此江河 日下，迅 

速衰败。究其原因除了政策、环境等因素外，最主要 

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制度。 

(一)私营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 

我国私营企业绝大部分仍是以个人产权或家族 

产权为主体的业主个人产权制度，其产权构成带有 

强烈的血缘，亲缘和地缘性，以这种“三缘”关系为纽 

带结成的私企从一开始便家企不分，企业的竞争活 

动和管理等不能不受“家长”意志左右。这种产权制 

度在创业初期或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更多地 

享受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之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 

利，相互“信任”所带来的低廉的监督成本，以及本乡 

本土的种种社会关系带来的特别的发展机会。但是 

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这种种好处逐渐成为制 

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家族制产权的非经济性 家族制私营企业的产 

权结构单一，社会资本先天不足，排拆家族以外的人 

或组织承担责任、分享权力 ，行事具有专断性和随意 

性。在封闭型产权条件下，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 自 

身的积累和原有股东的再投入，从而极大限制了企 

业的继续扩展。 

产权界定不清晰 产权在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 

内部自然人之间并无严格界定，特别是增量资产部 

分产权不清晰。那么就意味着不能明确谁应当承担 

企业的资产风险责任，不能明确谁最可能从企业的 

赢利及资产增值和积累中获得好处，因而同一家庭 

或家族的人关心如何实际地占有企业资产甚过于关 

心企业利润目标及发展目标的实现。就会衍生出削 

弱企业积累动力的倾向，容易产生分家、侵权等事 

件，进而破坏企业资本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二)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 
一

是私营企业家的管理素质同现代企业对管理 

者素质与水平的要求差距甚大。由于家庭和传统风 

俗观的影响，私企企业家通常带有浓厚的“家长制”、 

“经验型”的色彩。据《中国改革报》报道约80％以上 

的私营企业家素质处于“经验型——专家型——管 

理技术复合型”演变过程中的第一、二阶段。因而私 

营企业家素质的阶段性局限构成了管理者素质与角 

色的矛盾冲突。 

二是企业治理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 的矛 

盾。私营企业家素质的特征使企业治理结构带有浓 

厚的“家庭化”、“亲缘化”近代色彩 ，这种治理结构不 

仅反映在企业内部关系、决策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 

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相距甚远，更与现代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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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股份制、资本运营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不 

相适应，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矛盾。私营企业以“家 

族化”、“专制化”管理为特征的单边治理结构决定了 

再优秀的人才也无法成为该企业的老板。 

三是私营企业治理结构的运行缺乏有效的外部 

监督。股份制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主要通过股票市 

场、经理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发挥作用。而 

这些因素对传统私营企业的约束几乎不存在。 

(三)私营企业管理制度的缺陷 

首先，家族化管理制度往往导致决策失误。“家 

长 ”个人独断专行 的决策容易造成投资的重大失 

误，经营方针的重大失误。 

其次，家族制企业只能在有限家庭范围内挑选 

接班人，企业常常录用家庭成员或亲戚来担任高、中 

层管理人员。“用人唯亲”的结果，会使制定的规章 

制度难以执行 ，容易使管理混乱，进而使产品质量难 

以保证，成本难以控制，企业缺乏竞争力。 

其三，家族制管理不利于企业文化建设及企业 

目标的明确 ，妨碍企业创新。家族制的企业里，由于 

亲族关系的存在，势必造成管理上的困难，严格的奖 

惩制度难以实行，很难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实行企业制度创新，推动私企持续发展 

(一)私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 

从企业内部来讲：进行产权界定，实现产权主体 

多元化。私营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应该将企业产 

权在家庭、家族、亲朋内部 自然人间界定清楚。在产 

权定义清晰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造，或吸纳其他 

社会股东，或重新组建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新的企业 

法人资产。适当分配吸纳一部分股权给企业管理骨 

干和技术骨干，让他们分享公司利润，通过实行员工 

持股制，提高企业整体凝聚力，从而使企业由家族投 

资企业变为绝对控股企业或经过进一步运作变成相 

对控股企业。从企业外部来讲：首先应完善资本市 

场，改变私营企业融资方式。如创办私营企业股权 

转让中介市场，为私营企业上市交易创造条件；其次 

应创立私营企业发展基金，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 

制度、政策、法规以保障私营企业与其它企业同等的 

发展条件与环境。 

(二)私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创新 

私营企业进行治理结构创新，要在坚持现代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下，结合私营企业实际发展 

情况进行必要的适应性调整，进而形成适合国情的 

规范化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创新主要包括： 

治理主体的创新 公司制私营企业的治理主体 

应是利益相关者 ，即与企业共存亡的个人或团体，公 

司法人治理权应归股东，债权人，员工共同拥有，他 

们通过治理权的分配来相互制约，通过治理权的分 

享来留住人才，引进资金。(1)吸收到一般员工，债 

权人的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2)允许企业经理 

阶层及员工持有本公司的股分。 

机制的创新 允许经理阶层及员工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避免股份过分集中；董事长、总经理不宜兼 

任，董事长是老板，总经理是雇员，若两个职务由一 

人兼任，就会失去委托代理关系的意义，使公司的制 

衡关系失效；科学地划分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 

的权责，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体系，构筑起企业内 

部相互制衡机制。 

(三)私营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 

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委托——代理制是稍 

具规模的私营企业的必由之路，是所有权、经营权分 

离的一种分权或代理。代理制企业可以形成比较有 

效的信息传递和决策执行，有利于提高监督效果和 

企业效率。当然，委托代理制的完善还要取决于市 

场发育程度与经理市场的形成。目前我国私营企业 

实施委托代理制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难点，但许多 

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实施的必要性。 

因此，私营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要成为适应现 

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就必须尽快实现企业 

制度创新，实现产权多元化，鼓励职工持股，完善资 

本市场，建立员工股东债权人共同治理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保护企业职工的 

合法权益。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具有凝聚力和 

向心力，员工也才能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也才能真正 

实现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才能面对加入 WTO后 日 

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才能深入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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