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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約研究員、國立政治大學中山所博士 

摘  要 

中國大陸於 1999 年 9 月十五屆四中全會時，即開始強調要進行國有

企業所有制及產權方面的改革。此外，在進行國企改革的同時，大陸也

逐步鼓勵民營企業的發展，並開放准許民企進入部分壟斷性或基礎性的

產業。再加上中共國務院於 2005 年 2 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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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給予民營企業國民待遇，

更加速民營企業的發展。由於國企推動所有制、「抓大放小」的改革及民

企獲准進入更多的產業領域，因此「國退民進」也就順理成章的成為大

陸各級政府部門推動國企產權變革的一種重要方式。惟推動的過程中亦

發現有許多貪污腐敗及國企資產流失的弊端出現。 
自 2006 年開始，大陸國有企業也開始逐漸併購許多經營不善的民營

企業，導致在部分產業領域中出現了「國進民退」現象。而在這場「國

進民退」浪潮中，最突出的就是在高度壟斷性的行業，再加上中共各政

府部門在石油、金融、鋼鐵及航空等產業中，制訂出許多不利於民營企

業的規定或通知，使民企進入市場門檻的障礙更為提升，導致「國退民

進」出現了反轉現象，也引起了各界的注意與重視。 
本文主要從「國退民進」及「國進民退」的現象中來探討大陸民營

企業的發展，文中除敍述大陸國企與民企的發展現況外，另外也針對

「國退民進」所引發的問題、民企發展主要面對的困境及國企改革中

「國進民退」的引憂等相關面向分別探討。 
 

關鍵詞：國退民進、國進民退、國企改革、民營企業、市場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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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退民進」及「國進民退」現象看大陸民營企業之發展 專 題 研 究

壹、前  言 

大陸國有企業改革在歷經上一世紀 80 年代及 90 年代之後，於 1999 年 9

月中共召開十五屆四中全會時，進一步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對

國企所有制及產權方面有所變革，即實施「有退有進、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

針。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政策指引下，大陸國企改革出現了人們稱之為「國退民

進」、 1「產權轉讓」的新局面。然而在大陸各省市推動國企產權轉讓的過程

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的負面效應。其問題不僅出在改革經驗的不足上，而是

更多地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無法提供配套作法，再加上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

後，導致政經、社會各個領域均發現有日益蔓延的腐敗產生。 2因此在 2000 年

之後的國企改革過程發現許多「國退民進」現象中，有許多貪污腐敗及國企資

產流失的現象。 

另外中共國務院於 2005 年 2 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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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非公經濟 36 條》）， 3明白指出要給

予民營企業應有的國民待遇，包括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電力、電信、鐵

路、民航、石油等壟斷行業和領域，但是由於這些行業的門檻高（資金高、技

術高、人才要求高），使民營企業一直無法順利進入。 4

惟自 2006 年開始，大陸國有企業在持續改革過程中也發現有許多民營企

業經營不善，紛紛被中央國企（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管，均為大

型國企，迄目前為止仍有 155 家）或地方國企所併購或重組，導致在部分產業

領域中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而在這場「國進民退」浪潮中，最突出的就

是在高度壟斷的行業，如近期中共各政府部門在石油、金融、鋼鐵及航空等產

業中，制訂出許多不利於民營企業的規定或通知，使民企進入壟斷性行業的障

                                                   
1 「國退民進」指的是國有資本逐步退出大部分競爭性領域，允許民營資本進入參與競爭；在微觀層

面上它指的是國有資本通過產權轉讓部分或全部退出國有企業，而產權轉讓的承接方為民營資本。 
2 王開明，「國有資產流失與『國退民進』」，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福州），2005 年第 2 期，頁 44-
50。 
3 中華全國工商業聯合會、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中國私營經濟年鑒 2004-2006 年 6 月（北京：中華

工商聯合出版社出版，2007 年 1 月），頁 7-12。 
4 羅洪嘯，「宏調利央企，『國進民退』潮又起」，香港文匯報，2007 年 7 月 18 日，第A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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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更為提升，民營經濟遭到挫敗，不但無法進入該類產業，甚至於被迫退出或

遭國企兼併。導致「國退民進」出現了反轉現象，也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與重

視。 

本文主要從「國退民進」及「國進民退」的現象中來探討大陸民營企業的

發展，文中除敘述大陸國企與民企的發展現況外，另外也針對「國退民進」所

引發的問題、民企發展主要面對的困境及國企改革中「國進民退」的引憂等相

關面向分別探討。 

貳、大陸國企與民企發展現況 

基本上，大陸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採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漸進式改革，惟

改革在推動到一定的深度及廣度後，必然要觸及到所有制及產權的變革，縱使

會衝擊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不得不行。此外，再加上實施「抓大放小」

的策略，因此自上一世紀 90 年代末起，國企改革就逐漸走上「國退民進」的

道路。而從大陸國企與民企的發展現況，我們也可看見此種趨勢。 

一、大陸國企發展現況 

1997 年中共在十五大提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按照「產權清

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規範化

的公司制改革；此外並於 1999 年 9 月召開的第十五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

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求國有企業應「有退有進、有所為有所不

為」。其後中共於 2002 年舉行「十六大」和 2003 年 9 月召開十六屆三中全會

時又一次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要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

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5這

象徵著大陸國企改革將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向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新目標轉

變，最後實現國有企業產權「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

目標。在此一系列方針政策指導下，大陸國企改革出現了人們稱之為「國退民

進」、「產權轉讓」的新局面。 

                                                   
5 連玉明、武建忠主編，中國國策報告 2005（北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5 年 1 月），頁 122-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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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隨著大陸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再加上產業政策不斷調整，越來越

多的國有、集體企業進行了規範的公司制改革，國有企業退出一般性競爭領

域，部分國有、集體企業或破產註銷或轉為私營企業，同時中共加入世貿組織

的承諾逐步兌現，國際資本爭相湧入，市場競爭更加激烈，部分規模小的國

有、集體企業因體制、機制等原因管理不善、競爭力下降，導致被兼併、破

產、關閉，國有、集體企業數量持續減少，在內資企業總戶數中所占比重持續

下降。 6

受到以上一連串國企改革政策的影響，大陸國有企業的數量有逐量漸少的

趨勢。根據大陸國家工商總局辦公廳統計處最新統計資料顯示，迄 2007 年 6

月底，大陸地區內資企業有 327.6 萬戶，比 2006 年底減少 9.6 萬戶，下降

2.9%，其中國有企業（含中央、省、市管轄的大中小國企）為 68.2 萬戶，比

2006 年底減少 3.5 萬戶，下降 4.8%，占內資企業總戶數的 20.82%，亦可證明

國有企業仍在持續減少之中（見表 1）。 

表 1 內資企業及國有企業登記戶數統計表 

單位：萬戶 

年份 

企業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年 6 月 

內資企業 535.1 483.2 444.5 412.4 379.8 349.6 337.2 327.6 

國有企業 149.2 131.8 117.2 105.0 91.6 79.5 71.7 68.2 

註：內資企業含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聯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公司及其他企業。 
資料來源：2006 中國經濟年鑒，頁 1082；2006 及 2007 年上半年資料轉引自中國國家工商總局網站。 
 

另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自 2000 到 2005 年，大陸地區規模以

上的國有及其控股企業從 53,489 戶減少到 29,229 戶（見表 2），5 年年均衰退

比率為 11.4%，國有企業及其控股占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也從 32.8%降低

到 11.0%，從數量上看也確實退了不少；但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卻從 8.4 兆元增

加到 11.9 兆元，淨資產也有增加，顯示國有企業資產有不退反進的現象。 

                                                   
6 國家工商總局辦公廳統計處，「2007 年上半年全國企業持續穩定發展，企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國家

工商總局紅盾資訊網，2007 年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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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大陸國家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管的中央國企，也由 2003 年

的 196 家，經過 4 年多的重組整合之後，到 2007 年 7 月減少為 155 家。 7

表 2 規模以上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數量及其比重變化 

年份

企業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5 年年 
均增長率 
（%） 

絕對數 53,489 46,767 41,125 34,280 31,750 29,229 國有及 
其控股 
（戶） 增長率 － -12.57 -12.06 -16.64 -7.38 -7.94 

-11.4 

國有及其控股占

全國比重（%）
32.8 27.3 22.7 17.5 14.5 11.0  

資料來源：陳永杰、于丁柱，民營經濟大發展跨進歷史新時期－2005 年暨「十五」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中華全國工商聯網站。 

 

二、大陸民企發展現況 

所謂民營企業，一般指非國家和非大集體控股的企業。具體而言，它主要

是指經轉制、改制後的非國家、非政府、非大集體控股的企業以及所有獨資的

私人企業。 8另民營經濟是各類民營企業的統稱，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

業，自然人和私營企業控股的各種組織形式的企業。 9本文所指涉的民營企

業，主要包括私營企業及規模較小的個體工商戶。  

　私營企業方面 

根據 2006 年中國經濟年鑒的統計資料顯示（見表 3），迄 2005 年止，大

陸私營企業快速發展，企業戶數大幅度增加，總量超過國有、集體和外資企業

數量之和，占企業總數的 53.4%。資金規模擴大，上規模的大中型私營企業增

速加快，企業的規模和效益進一步提高。 

                                                   
7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央企變更－港中旅等 4 戶企業重組，中央企業調整為 155 戶」，國資委網站－

http://www.sasac.gov.cn/zyqy/default.htm，2007 年 7 月 31 日。 
8 劉迎秋、徐志祥主編，中國民營企業競爭力報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年 12 月），頁

2；蔡國裕，「中國大陸的私營企業：定義、屬性、地位與特點」，展望與探索月刊（臺北），4 卷 9 期

（2006 年 9 月），頁 36-49。 
9 蘇波，中國民營經濟產業發展報告（北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年 3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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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2－2005 年大陸私營企業發展基本情況 

年度 戶數（萬戶） 人數（萬人） 註冊資金（億元） 
1992 13.9 231.9 221.2 
1993 23.8 372.6 680.5 
1994 43.2 648.4 1,447.8 
1995 65.5 956.0 2,621.7 
1996 81.9 1171.1 3,752.4 
1997 96.1 1349.3 5,140.1 
1998 120.1 1,709.1 7,198.1 
1999 150.9 2,021.6 10,287.3 
2000 176.2 2,406.5 13,307.7 
2001 202.9 2,713.9 18,212.2 
2002 243.5 3,247.5 24,756.2 
2003 300.6 4,299.1 35,304.9 
2004 365.1 5,017.3 47,936.0 
2005 430.1 5,824.0 61,331.1 

資料來源：2006 中國經濟年鑒，頁 906。 
 

　私營企業戶數、註冊資金及從業人員三項指標繼續快速增長 

截至 2005 年底，全大陸私營企業總數達 430.1 萬戶，新增 65 萬戶，較

2004 年增長 17.8%。戶數排在前 10 位的省（區、市）有：江蘇省 50.7 萬戶、

上海市 47.4 萬戶、廣東省 44.9 萬戶、浙江省 35.9 萬戶、山東省 31.5 萬戶、北

京市 26 萬戶、四川省 17.9 萬戶、遼寧省 16.5 萬戶、河南省 13.4 萬戶及湖北

省 12.9 萬戶。 

從業人員 5,824 萬人，比 2004 年增加 807 萬人，增長 16.1%。其中投資

者人數 1,109.9 萬人，增加 161.3 萬人，增長 17%。 

註冊資本 61,331.1 億元，較 2004 年增長 13,395.1 億元，成長 27.94%。私

營企業戶均註冊資金 142.6 萬元，較 2004 年增加 11.3 萬元，增長 8.6%。 

另根據大陸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到 2006 年底，登記註冊的全國私營企

業達到 494.7 萬戶，比 2005 年增長 15%，占全國企業總數的 57.4%；註冊資

金總額為 7.5 兆元，增長 22%；從業人員為 6,395.5 萬人，增長 9.81%；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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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數 1,224.9 萬人，增長 10.36%；雇工人數 5,171 萬人，增長 9.68%。 10

　大中型（規模以上）私營企業數量增幅較大，規模繼續擴張 

「十五」期間（2001-2005），規模以上內資民營工業企業從 2000 年的

80,951 家，增加到 2005 年的 181,727 家，5 年增長了 1.24 倍，年均增長

17.6%，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增長速度高 7.3 個百分點。其中，2005 年內資民

營工業企業個數比 2004 年增長 25.4%，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 4.2 個百分

點。民營工業企業個數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從 2000 年 49.7%，提高到

2005 年的 68.3%，5 年提高 18.6 個百分點，其中 2005 年提高 2.2 個百分點

（見表 4）。 

表 4 規模以上各類工業企業數量及比重變化情況 

單位：戶、% 

年份

規模以 
  上企業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5 年年 

均增長率 
（%） 

絕對數 162,885 171,256 181,557 196,222 219,463 266,090 全國工業 
企業 增長率 － 5.14 6.01 8.08 11.84 21.25 

10.3 

絕對數 53,489 46,767 41,125 34,280 31,750 29,229 國有及其 
控股 增長率 － -12.57 -12.06 -16.64 -7.38 -7.94 

-11.4 

絕對數 28,445 31,423 34,466 38,581 42,753 55,134 外商及港 
澳臺 增長率 － 10.47 9.68 11.94 10.81 28.96 

14.2 

絕對數 80,951 93,066 105,966 123,361 144,960 181,727 
民營工業 

增長率 － 14.97 13.86 16.42 17.51 25.36 
17.6 

絕對數 22,128 36,218 49,176 67,607 85,167 118,100 
私營工業 

增長率 － 63.67 35.78 37.48 25.97 38.67 
39.8 

占全國比重（%）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國有及其控股 32.8 27.3 22.7 17.5 14.5 11.0  

外商及港澳臺 17.5 18.3 19.0 19.7 19.5 20.7  

                                                   
10 「2006 年度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報告」，財經（網路版），2007 年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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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工業 49.7 54.3 58.4 62.9 66.1 68.3  

私營工業 13.6 21.1 27.1 34.5 38.8 44.4  
資料來源：同表 2，陳永杰、于丁柱，民營經濟大發展跨進歷史新時期－2005 年暨「十五」民營經濟發展

報告。 

此外資產規模也迅速擴大，內資民營工業資產總值從 2000 年的 16,482 億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59,226 億元，5 年增長了 2.59 倍，年均增長 29.2%，增

速比規模以上工業資產總值高 15.4 個百分點。其中，2005 年民營工業資產總

值比 2004 年增長 29.6%，比規模以上工業快 6.2 個百分點。民營工業資產總

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從 2000 年 13.1%，提高到 2005 年的 24.6%，5 年提

高 11.5 個百分點，其中 2005 年提高 1.2 個百分點（見表 5） 

表 5 規模以上各類工業企業資產及比重變化情況 

單位：億元、% 
年份

規模以 
  上企業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5 年年均 

增長率 

絕對數 126,211 135,403 146,218 168,808 195,262 240,773 全國工業 
企業 增長率 － 7.28 7.99 15.45 15.67 23.31 

13.8 

絕對數 84,015 87,902 89,095 94,520 101,594 118,962 國有及其 
控股 增長率 － 4.63 1.36 6.09 7.48 17.10 

7.2 

絕對數 25,714 28,355 31,514 39,260 47,951 62,585 外商及港 
澳臺 增長率 － 10.27 11.14 24.58 22.14 30.52 

 
19.5 

絕對數 16,482 19,147 25,609 35,028 45,717 59,226 
民營工業 

增長率 － 16.16 33.76 36.78 30.52 29.6 
29.2 

絕對數 3,874 5,902 8,760 14,525 19,845 28,583 
私營工業 

增長率 － 52.36 48.42 65.82 36.63 44.03 
49.1 

占全國比重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國有及其控股 66.6 64.9 60.9 56.0 52.0 49.4  
外商及港澳臺 20.4 20.9 21.6 23.3 24.6 26.0  

民營工業 13.1 14.1 17.5 20.8 23.4 24.6  
私營工業 3.1 4.4 6.0 8.6 10.2 11.9  

資料來源：同表 2，陳永杰、于丁柱，民營經濟大發展跨進歷史新時期－2005 年暨「十五」民營經濟發展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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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體工商戶方面 

　大陸個體工商戶數量開始逐漸回升 

根據 2006 年中國經濟年鑒的統計資料顯示（見表 6），截至 2005 年底，

大陸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登記個體工商戶 2,463.9 萬戶，較 2004 年增加 113.4

萬戶，增長 4.8%。自 1999 年以來，大陸個體工商戶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尤其

在 2000 年因工商行政管理換發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把那些「死戶」（未營業

但並未正式關閉）都清除出去，因此一下子減少 589 萬戶。11惟自 2005 年起

大陸多數地區個體工商戶數量開始回升，其中有 5 個省（市、區）個體工商戶

增長率超過 10%。其中，北京市 65.2 萬戶，增長 23.7%；廣東省 227.4 萬戶，

增長 16%；寧夏自治區 11 萬戶，增長 12.5%；江西省 67.5 萬戶，增長

10.8%；青海省 14.5 萬戶，增長 10.4%。從實際戶數來看，排在大陸前 5 名的

省份有：廣東省 227.4 萬戶、江蘇省 175.3 萬戶、浙江省 172.7 萬戶、山東省

168.7 萬戶及四川省 153.1 萬戶。 

另根據大陸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到 2006 年底，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

為 2,576 萬戶，比 2005 年增長 3.8%；資金總額為 6,515 億元，增長 12%；從

業人員 5,045 萬人，增長 2.95%。 12

表 6 1992－2005 年大陸個體工商業發展基本情況 

年度 戶數（萬戶） 人數（萬人） 註冊資金（億元） 
1992 1,533.9 2,467.7 600.9 
1993 1,766.9 2,939.3 854.9 
1994 2,186.6 3,775.9 1,318.6 
1995 2,528.5 4,613.6 1,813.1 
1996 2,703.7 5,017.1 2,165.4 
1997 2,850.9 5,441.9 2,574.0 
1998 3,120.2 6,114.4 3,120.3 
1999 3,160.1 6,240.9 3,439.2 
2000 2,571.4 5,070.0 3,315.3 
2001 2,433.0 4,760.3 3,435.8 

                                                   
11 厲以寧，厲以寧論民營經濟（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7 年 2 月），頁 46。 
12 同註 10，財經（網路版）。 

 26 



從「國退民進」及「國進民退」現象看大陸民營企業之發展 專 題 研 究

2002 2,377.5 4,742.9 3,782.4 
2003 2,353.2 4,299.2 4,187.0 
2004 2,350.5 4,587.1 5,057.9 
2005 2,463.9 4,900.5 5,809.5 

資料來源：2006 中國經濟年鑒，頁 907。 

　從業人員增多，戶均註冊資金增幅較大 

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 2005 年達 4,900.5 萬人，較 2004 年增加 313.4 萬

人，增長 6.8%；註冊資金總額為 5,809.5 億元，較 2004 年增加 751.6 億元，

增長 14.9；戶均資金數額 2.4 萬元，比 2004 年增加 0.2 萬元，增長 9.6%。 

參、國企改革中「國退民進」引發的問題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顯示，大部分民營化或部分民營化後的國有企

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也增加了利潤及創造更高的企業價值。 13因此大

陸要發展市場經濟，也不得不鼓勵國有企業產權的多元化及民營企業的發展。

惟在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問題。如中小型國有企業在轉

讓、兼併、破產的過程中，部分企業的經營管理出現貪腐及便宜行事的行為，

引起部分學者及大陸廣大民眾的批評。而其中最大的問題即為管理層收購

（MBO）及國有企業資產流失問題，而兩者之間亦有密切的關聯。此外，在

「國退民進」的過程中，有關公平分配及民營企業的原罪問題也相當引起大陸

學者及民眾的關切。 

一、管理層收購（MBO）問題 

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簡稱MBO）是指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從

金融機構或風險投資得到資金的支持，從公開市場上買下公司很大比例的的股

權，甚至全部股權，以達到控股的程度。管理層收購是企業併購的一種特殊形

式。 14

                                                   
13 Megginson, W.L. and Netter, J.M.,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 (39), pp. 321-389. 劉小玄，「中國轉軌經濟中的產權結構和市場結

構」，經濟研究（北京），2003 年第 1 期，頁 21-29。 
14 在現代企業管理制度的公司治理結構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離是一種先進的制度，但是由於這種制

度會帶來代理成本。管理者收購重新將所有權和經營權集中到高級管理層手中，達到剩餘索取權與剩餘控

制權合二為一：管理層獲得公司的控制權，管理層將從企業經營的成功中得到更多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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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收購原本是大陸官方處理不良國企時積極鼓勵的一種方式，因為根

據學者研究在大陸實施MBO有 4 個好處：1.解決國企所有者缺位，實現投資主

體的多元化；2.可解決民營企業「紅帽子」的歷史遺留問題；3.能夠降低代理

成本，激勵管理者積極性；4.解決國有經濟在競爭領域退出，實現國企戰略性

調整問題。 15一般而言，學者贊成管理層收購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長期處於

所有者缺位，導致產權不清，而管理層收購後變為私有企業時，產權明晰，從

而使此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 

由於管理層收購具有上述四個優點，因此自從管理層收購（MBO）理論

被經濟學家介紹到中國大陸以來，便迅速受到一些學者、國企經營管理人員、

證券從業人員等的極力推崇。這也與大陸地方政府急於表現政績、甩掉包袱的

願望結合，甚至是與希望在國企 MBO 中獲得利益的政府官員的動機聯結在一

起，使管理層收購、經營者持股一類的改制活動更加具有市場誘因。因而在

1999 年 5 月大陸四通公司運用 MBO 方式使管理層成功蒐購公司的股份，隨後

即在一些民營企業中開始廣泛運用 MBO 來蒐購國有或集體企業的產權。 

然而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管理層收購亦成為一些國有企業高

層管理者變相侵吞國有資產的方法，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如 2004 年 9 月引發

的「郎顧之爭」， 16主要即提出管理層收購將導致國企資產嚴重流失，因此引

發了國企改革論爭中的重大爭辯，甚至於對國企改革所推動的「國退民進」模

式，有嚴厲的批判。對於這個問題，原本許多大陸經濟學家因為曾經支持管理

層收購及「國退民進」的做法，因此面對批評者論斷管理層收購造成國有資產

的流失，均有許多的無奈，甚至於集體失語。 

此外，學者在論及管理層收購（MBO）及國企產權轉讓中，之所以引發

如此多的貪腐行為及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其主要原因係大陸國有企業管理層人

員多有行政級別，且是政府官員，一般工資都不高，因此由企業管理層甚至原

廠長、經理個別出資購買企業，上千萬元或上億元資產易手，怎麼不會令人產

                                                   
15 裴玉良，「管理層收購為何導致國有資產流失」，經濟論壇（北京），2004 年第 17 期，頁 47-48。 
16 「郎顧之爭」主要是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於 2004 年 8 月批判格林柯爾董事長顧雛軍以不當方

式收購國有企業，而遭顧雛軍到香港法院控告郎咸平惡意誹謗，之後則演變為大陸國企產權轉讓及國有資

產流失的爭辯。參見實陸，「關於郎咸平事件」，輯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年鑒編輯部編，2005 中國經濟體

制改革年鑒（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年 12 月），頁 40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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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疑呢？沒有灰色收入，沒有來源不明的財產，沒有借助於其他手段，管理

層收購怎麼能成功？此外，管理層收購也很難洗脫「自賣自買」、化公為私的

嫌疑。 17政府與管理層之間、管理層與職工之間資訊的嚴重不對稱，也使管理

層收購讓人心生疑竇。於是有許多人疾呼叫停MBO，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以

「一刀切」的方式明令禁止搞MBO式的收購。 

其實，管理層收購並非一無是處，它還是有一定的優越性。由於管理層熟

悉企業運作，由他們接手購買企業，可以保持企業生產管理的連續性，避免

「過渡期」間企業不必要的損失與震盪。因此對於管理層收購，也應該針對具

體個案及問題作出詳盡分析。比如，既然名為「管理層」，就不只是廠長經理

個別人，只要出於自願原則，管理層中七、八個人或十來個人，大家一起集資

收購，也未嘗不是好辦法。 

另外，亦有學者建議，在進行MBO時，應給予適當的優惠（不是無限的

優惠）及分期付款或折讓等，只要公開透明，並獲得上級部門以及企業職代會

的認可，也可以嘗試。即使是廠長經理個人，只要講得出個人財產的來源，只

要所籌集到的資金是合法的，讓廠長經理個人收購也無妨。此外，管理層根據

自己的財力購買部分產權，占主要控股，其餘股份由職工購買或者由政府繼續

持股，將企業改制為股份合作制公司，也值得鼓勵。 18總之，對管理層收購問

題，不宜「一刀切」地全面叫停。 

二、國企資產流失問題 

國企資產流失可說是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的老問題，然而以往在承包制、

放權讓利及股份制改革上，國企資產流失並不嚴重，但自啟動產權改革之後，

由於國企鑑價制度不完善及管理層收購等因素，國企資產流失逐年惡化，並引

起部分學者的撻伐，也因此受到中央政府及國企管理者的重視。 

在「國退民進」的過程中，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在對國有企業的

存量資產狀況進行評估後，由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向民營企業轉讓企業的部分股

權，從而實現企業產權主體的多元化。民營企業投資入股國企，往往是人沒

換，廠沒變，靠新的機制使企業產品、管理、規模得到全面的提升，使轉制的

                                                   
17 魏秀珍，「論國有資產流失的原因與防範」，技術與市場（四川），2007 年第 7 期，頁 35-36。  
18 王開明，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頁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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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能夠得到迅速的發展。 19然而在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制過程，被廣為質疑

的就是民營企業勾結改制企業的經營者或上級主管部門工作人員黑箱操作，侵

吞改制企業的國有資產。 

因為在民營企業家併購、重組國有企業的過程中，由於國有企業的普遍存

在「出資人缺位」問題，以及國有企業經營者或上級主管部門工作人員權力尋

租和其它方面的道德風險，都會誘使民營企業家萌發藉參與國有企業改制之機

大撈一票的貪念，以致跌入刑事責任的陷阱。 

較常見的是民營企業家在併購、重組國有企業的過程中通過給「回扣」、

送乾股等形式收買目標企業的管理者或上級主管部門人員，雙方「裡應外

合」，在資產清查和評估過程中故意隱瞞少報資產和權益、多報損失和負債，

從而漏評企業國有資產或低估國有資產價值，使被出售的國有企業淨資產價值

或國有出資在改制重組後的企業中的股份比例被人為壓低，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到個別人士的荷包。司法或行政機關一旦追查起來，涉及的民營企業家就免不

了要被追究行賄罪和其它罪行的刑事責任。在大陸各地反貪腐過程中，有不少

政府官員或國企負責人紛紛中箭落馬的同時，也牽涉到為數不少的民營企業

家。 

如根據大陸媒體報導，在江蘇省紀委和其它部門聯合開展的國有企業改制

的清查、審計活動中，發現民營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的過程中即存在著

不同程度的灰色交易和權力尋租的情況。 20

大陸學者王開明指出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是以「產權轉讓」的名義及以多種

方式披著合法的外衣在暗中進行，主要方法有如下幾項： 21

　虛假評估國有資產：如一些欲購買國有企業者，上下其手，以金錢開

路，收買賄賂有關國有資產評估機構，同時還採取造假帳等手法，千方百計壓

低國有資產價格，以從中漁利。 

　虛假招投標：貌似公開公平公正，實際上搞虛假招投標，或通過設定種

種限制，或通過內外串聯，達到低價中標攫取國有資產的目的。 

　自賣自買：以管理層收購（MBO）的名義，依仗自己手中權力，與主

                                                   
19 錢衛清、郭學軍，「盛宴抑或陷阱？」，企業管理（北京），2004 年第 10 期，頁 10-12。 
20 錢衛清、郭學軍，企業管理。 
21 王開明，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頁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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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門相勾結，自行定價、自賣自買；有的管理層還以國有資產作為融資擔

保，將收購風險轉嫁給金融機構。 

　自定優惠政策：如對於所謂「優秀企業經營者」購買企業給予巨額獎勵

（有的獎勵淨資產高達 2 至 3 成）；對於一次性買斷、或付現買斷國有企業的

給予優惠（往往也高達 2 至 3 成）；還有的允許購買者分期買斷等等。 

　假破產真逃債：利用國家「破產」的優惠政策，千方百計擠入政策性

「破產」的隊伍，逃避巨額銀行債務。 

　通過關聯交易轉移資產：通過所謂多種經營，興辦下屬公司等手法，轉

移資產，留下空殼，讓國家收拾殘局。 

　大搞民、國交易：表面上引進「戰略投資者」，實際上將國有資產賤賣

給民營企業，個人從互相勾結中中飽私囊。 

　依靠行政性壟斷，拖延改革：壟斷行業表面上的繁榮，掩蓋了國有資產

流失的真相。比如大陸電力行業每年因壟斷造成的損失就高達 563 億元。中國

工商銀行經國家審計，近年涉嫌違法犯罪案件 30 起，涉案金額高達 69 億元。 

此外，「政企難分」也是國有資產流失的關鍵。由於政企不分、政企難

分，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往往形成既得利益關係，政府對企業的約束，因為是

自己人對自己人，所以其約束只能是軟的，無法硬起來。個別政府部門的掌權

者，可以很容易地藉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機，採用前述的各項手段，與個別國

有企業的經營者相互勾結，大搞權錢交易，享受國有資產流失的盛宴。因此可

以說政企不分、亦官亦商，是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方法，除了由主管機關訂定如《企業國有產權轉讓

管理暫行辦法》及《關於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有關問題的通知》 22等相關法規約

束之外，外部的監督及適度的「政企分開」也是必須的。 

此外，加強產權交易所的功能也是一個重要方式。從最表層的角度看，產

權交易所雖只是一個交易平台，但深層考慮，它其實也是一種競價機制。在產

權交易所這個平台中，不僅資產的買賣可以達成，更重要的是，可以讓眾多的

買家在這裡競價。資產價格是預期收益的貼現，但預期收益是未來收益，具有

                                                   
22 彭森主編，2005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年鑒（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 年 12 月），頁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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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而且資產為不同的人使用，預期收益也會千差萬別。 23若無買家競

價，讓買賣雙方直接成交，就難保國有資產轉讓不會造成資產流失。尤其在現

階段大量國有資產參與轉讓的條件下，產權交易所能防微杜漸，防止貪污腐敗

現象的產生。由於大陸國企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產權交易所雖是新生事物，

但承擔著重要的任務，因此亟待加強功能，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推

動國有企業改革的有序進行。 

此外亦有學者指出「在實際的產權交易中，交易定價一般是由特定的投資

者參與，不同的特定投資者對企業有不同的投資價值判斷，如果出於對企業控

制權的獲取、整體經營戰略及協同效應等因素的考慮，特定投資者有可能支付

大大高于企業市場價值的金額」。從這個意義上說，併購行為中更關鍵的是買

賣過程的規範和公平，如果保證程序的規範和公平，對於國有資產的流失或許

可以不必如此憂心。 24

三、公平及原罪的爭論 

在「國退民進」的爭論中，也有一些學者針對社會公平分配及私營企業的

原罪問題加以質疑與探討。 

　公平的爭論 

由於在「國退民進」的改革過程中，產生出一批民營企業家，他們是擁有

龐大企業資產的所有者及經營者，也是鄧小平所指稱的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的一群；然而相對的在國有企業轉型下崗的失業工人，則處在不利的轉業過程

中，由於大陸社會、醫療保障制度不全，企業下崗工人無法受到理想的保障，

因此也造成一部分生活受困的群眾。再加上產權轉讓及管理層收購過程中，產

生的貪腐特權等不公現象，於是就形成社會上的廣大民怨及對社會分配不公的

批判。 

國企在民營化的過程中，難免會有資產流失的可能，也會造成社會分配的

不公，就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在演講中批判，「25 年的國企改革損害了

多數人的利益，富了極少數人，大多數人承擔了改革成本」及「自由經濟和民

營經濟發展過速，造成以大欺小、以強壓弱的不公平現象，在社會時空不合的

                                                   
23 王東京，「經濟改革方略與因應：以四個難題為例」，改革（重慶），2007 年 5 月，頁 5-10。 
24 林永廷，「外資、民資的

角色」，上海國資（上海），2006 年第 5 期，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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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資本主義遭到馬克思主義的挑戰」。 25由於郎咸平強調 2000 年之後的

第二階段國企改革應重視公平，而不能像第一階段的改革一味堅持企業效率的

提升。惟其較強調企業中小股東權益及絕對的平均主義，此種說法也遭到許多

大陸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 

如大陸學者李肅即指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 4 次「國退民進」浪潮，使中國

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綜合國力得到大幅度提升，2005 年大陸國民生產

總值超過法國，2006 年超過英國，如果匯率再稍作調整，國民生產總值趕超

德國也近在咫尺，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對周邊鄰國的影

響力也在不斷攀升。 26此外透過民營企業蓬勃的發展，也製造許多就業的機

會，整體生活所得也相對提升，雖貧富差距擴大，但仍然在可忍受範圍之內。

學者厲以寧更強調民營企業的經營者除了關注企業的利潤之外，更應關懷弱勢

團體、環境保護、社區服務、職工福利等工作，以履行民企的社會責任，也可

以緩解社會對分配不公及民營企業者的批判。 27

　原罪的爭論 

民營企業被批判天生帶有「原罪」的爭論，亦一直困擾著民企的經營及發

展。「原罪」此兩字出於西方聖經，指說人一出娘胎就是有罪的，用此種說法

來評論當前的民營企業，似乎並不符合現實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現況，也不能代

表民營經濟發展的主流論點。 28

如學者鄧聿文即認為民企的「原罪」可分為 3 種類型：一是 20 世紀 80 年

代改革初期，其主要的違紀違規多集中在對舊體制的突破；二是 20 世紀 90 年

代深化改革時期，民企的違規違法更多表現為配合地方政府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而進行的跟隨性違法，屬於一種被動性的「原罪」；三是一些民營企業家與權

貴相勾結，利用原有制度和法規的缺陷和漏洞，盜取國家財產，侵害人民利

益。 29其中第一、二種類型並不能歸罪於民營企業者，只能說是體制突破或轉

                                                   
25 郎咸平，「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新自由主義學派」，搜狐財經網－BUSINESS.SOHU.COM，2004 年

8 月 29 日；「改革成本由全民負擔，利益卻少數人獨享」，搜狐網－SOHU.COM，2005 年 12 月 25 日。 
26 李肅，「郎咸平的『真實』與『謊言』」，經濟觀察報（北京），2006 年 2 月 13 日。 
27 厲以寧，厲以寧論民營經濟，頁 149-155。 
28 厲以寧，厲以寧論民營經濟，頁 15。 
29 鄧聿文，「歷史地辯證地評價民企原罪」，轉引自楊萬東，「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問題討論綜述」，經濟

理論與經濟管理（北京），2007 年 7 月，頁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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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時，不得已的便宜措施而已。 

此外，由於近來大陸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強，部分不法商人和貪腐官員相互

勾結的案例越來越多地被媒體揭露出來，因此又有許多人開始討論，要追究民

營企業家「第一桶金」（原始資本的累積）的來源。然而對於批判民企「第一

桶金」的來歷，也應當做較為宏觀及細緻的分析。如果是通過販毒、走私、搶

劫財物、盜賣國家文物或貪污侵吞國有資產等違法手段而來，那是應該追究

的。然而如果是由於當時經濟政策界限不清而造成的問題，那就應該根據實際

情況，酌情處理。 

大陸學者亦指稱，由於當前大陸的民營企業家並非舊社會資本家的延續，

而是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步成長茁壯起來的。2006 年 7 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統

戰工作會議時，也指出民營企業家已是當前新的社會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要

尊重他們的勞動創造和創業精神。 30

另外，由於民營企業家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可以提供下崗或失業的工人

重新就業，因此也消彌了部分學者所謂剝削窮人的批判。民營企業家雖是先富

起來的一群，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將有利於另外一部分人較快速地脫貧致富，

如此也難批判民營企業是天生帶有「原罪」。 

肆、大陸民營企業發展主要面對的困境 

在「國退民進」及民營企業進入各產業領域的過程中，產業界及學界發現

雖然中共國務院於 2005 年 2 月制定通過《非公經濟 36 條》，決定放寬非公有

制經濟市場准入的限制，並要求有關方面對非公有制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一

視同仁，實行同等待遇。但實施以來，有關公平准入的議題仍然受到學者及民

營業者的批評，其原因即為中央各機構及地方政府本位主義思想作祟等各種因

素，要落實仍有相當困難。此外，融資貸款問題及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是大陸民

營企業發展所要面對的難題。 

一、市場准入 

市場准入的概念實際上隱藏著各種或明或暗的限制。由於中國大陸某些政

                                                   
30 厲以寧，厲以寧論民營經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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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傳統觀念轉變的滯後，擔心手中的某些行政管理權力的可能失去，更基

於某些利益集團或力量千方百計地要維護自己傳統的和既得的利益，使民營企

業在進入許多過去較少進入或從未進入的行業或領域，遭到了來自各個方面或

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的限制與阻礙。 31

正如前所述，雖然中共政府頒布《非公經濟 36 條》，其第一項意見即為

「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內容包括 8 項重點，即：1.貫徹平等准入、

公平待遇原則；2.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3.允許非公有資本進

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4.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社會事業領域；5.允許非

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6.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7.

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8.鼓勵、支持非公

有制經濟參與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 

然而落實到實際層面上則有相當大的問題，根據全國工商聯對民營業者的

調查，仍有超過半數的人認為壟斷行業的改革遲緩，目前一些束縛民營企業手

腳的部門規章依然存在。如在郵政、通信、廣電、電力和金融等公用事業及基

礎設施領域，民營企業的進入遇到大量的「玻璃門」現象，即看得見、進不

去，一進就碰壁，有些則是「明放暗不放」。 32比較特別的是以資本實力、技

術水準和從業資歷等各種理由抬高行業准入門檻，使得民營企業實際上無法進

入。 

此外，一些配套措施在執行中遭遇阻力。儘管也有不少大陸政府機構相繼

制訂了落實《非公經濟 36 條》實施政策及意見，但一些部門受傳統的觀念影

響與習慣的制約，在實際管理上對民營企業仍抱持不太信任的態度，以致在具

體作法上或有意或無意、或直接或間接地限制民營企業。 

甚至某些壟斷企業在實際上更加排擠民營企業。面對民營企業部分地、逐

步地進入某些壟斷行業和領域，一些壟斷企業出於維護自身超常利益與抵禦市

場競爭的需要，往往採取某些直接、間接手段與辦法，如長期維持壟斷高價、

通過影響政府部門抬高行業准入門檻等，排擠甚至阻止民營企業進入。 

但從改革的進展情形以及推動均衡發展的要求來看，壟斷性行業的改革目

                                                   
31 課題組負責人：陳永杰、于丁柱，民營經濟大發展跨進歷史新時期－2005 年暨「十五」民營經濟發

展報告，全國工商聯網站－http://www.acfic.org.cn/cenweb/portal/user/anon/page/Acfic.page。 
32 厲以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需要拆除『玻璃門』」，農村工作通訊（北京），2007 年第 1 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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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然只是動了冰山的一角，與一般競爭性行業或其他行業之間的改革幅度差

距仍大，改革的意願及決心令人質疑。關於壟斷領域存在的問題，學者高尚全

的研究顯示，當前壟斷性行業存在 6 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33一是壟斷行業改革

的範圍和層次還比較窄；二是壟斷行業進行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尚未形成；三

是壟斷行業中特大型國有企業改革嚴重滯后；四是監管制度改革剛剛起步，政

府職能亟待轉變；五是立法滯后，不能依法有效約束各類市場主體的行為；六

是普遍服務等配套制度安排不到位。也因此，民營企業要進入壟斷性行業似乎

仍存有較大的障礙。 

此外，除了大陸政府各部門制定的法律法規外，各省、市、縣級政府也存

在行業壟斷和部門利益及地方保護主義的現象，因此在民間投資的市場准入方

面限制頗多。如廣東省東莞市的 80 個行業中，允許外資企業進入的有 62 個，

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只有 42 個，由此不難看出，民營企業在進入市場方面

就顯現出與外資、國有企業有嚴重不平等的現象。 34

為改善行業准入，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環境，有學者建議應加快制定和完

善各行各業准入的配套政策，切實貫徹國務院提出的「平等准入、公平待遇」

的原則，進一步打破行政壟斷及基於行政的經濟壟斷，打破地方封鎖，推進行

業准入政策與管理的公開化、公平化、規範化，為民營經濟創造真正公平競爭

的市場環境。亦有學者建議應加快出臺《反壟斷法》，以突破國有企業對壟斷

性行業的獨占現象。 35

二、融資貸款問題 

現階段，大陸民營企業及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明顯而殘酷的事實，與歐

美相比，其中小企業自籌資金多在 50%~60%左右，而在中國大陸民營及中小

企業都以自我融資為主，其比重均高達 90%以上，銀行給予的融資貸款均不會

超過 7%。 36因此融資貸款難，是大陸民營企業經營者長期以來的痛。 

                                                   
33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深化中央企業改革》課題組，「國企改革出現新情況和新問題－國企復甦」，中

國改革報（北京），2007 年 8 月 2 日。 
34 「民營企業融資的三難分析和基本思路、框架」，中國中小企業陜縣分網－http://jx.smehen.gov.cn，
2007 年 7 月 31 日。 
35 厲以寧，「應成立區域性中小銀行」，民營經濟文摘（北京），第 21 期，2006 年 12 月 29 日。 
36 胡乃武、羅丹陽，「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重新解釋」，經濟與管理研究（北京），2006 年 10 期，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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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要能夠順利成長茁壯，所需的金融貸款支援必不可少。尤其是隨

著市場准入的逐步放開，融資難問題已經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根據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 年大陸內資企業中的民營經濟在 GDP 中的比重約

為 50%，民營企業投資總量達 53,193 億元，5 年間增長 2.9 倍，平均每年增長

29.1%，明顯高於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20.2%的增長水準，也高於國有和

外資的增長水準（見表 7），與此相對應的是民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

在不斷上升。 

表 7 2005 年民營經濟主要發展指標 

指     標 2005 年 
同比增長

（％） 
占全國比 
重（％） 

提高 
百分點 

民營經濟（城鎮）就業（萬人） 20,843 5.4 76.3 － 

個體私營經濟（城鎮）就業（萬人） 6,326 14.7 23.1 － 

內資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億元） 53,193 38.2 60.0 5.4 

私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億元） 13,999.4 80.6 15.8 － 

內資民營企業稅收（億元） 17,029.4 31.2 55.2 4.7 

私營企業稅收（億元） 2,715.9 36.1 8.8 1.0 

民營企業出口總額（億美元） 5,392 34.9 77.8 4.7 

私營企業出口總額（億美元） 1,122.3 62.1 14.7 3.0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家稅務總局、中國海關的資料測算整理。（轉引自中華全國工商聯網站） 
 

此外，根據《2006 中國金融年鑒》資料顯示，民營企業近年來在銀行短

期貸款上雖有微幅成長，但增加幅度太小，使得融資問題仍舊是制約民營企

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如 2005 年全國私營企業及個體戶的短

期貸款僅為 706.2 億元，只占國家銀行對全體企業短期貸款總額的 1.7%；而

2005 年國企短期貸款金額為 28,904 億元，占全國比例 68.7%（見表 8），民企

與國企在銀行貸款金額及所占比率差距甚遠。相對於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

地位及貢獻，民營經濟在融資、貸款方面所受到的待遇，顯得比例太小。 37此

                                                   
37 陳永杰、于丁柱，民營經濟大發展跨進歷史新時期－2005 年暨「十五」民營經濟發展報告，頁 52。 

 37



第 5 卷第 10 期 展望與探索  

外，不僅在經濟不發達的大陸內地企業融資難，就是民營經濟十分發達的浙江

溫州地區的民營中小企業也是貸款難，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在資本融通上表現

為規模偏小且無穩定的資金市場配合。 

 

 

表 8 國家銀行對國企及民企短期貸款及比例 

單位：億元 

項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國家銀行短期

貸款總額 49,242.1 43,679.8 45,800.67 47,987.46 46,164.0 42,045.65 

其中國有企業

短期貸款 34,041.8 33,911.5 34,673.53 34,746.07 32,691.41 28,904.39 

國企貸款占全

國短期貸款比 69.1% 77.6% 75.7% 72.4% 70.8% 68.74% 

私營企業及個

體戶短期貸款 354.4 425.9 392.42 539.70 741.51 706.22 

私企貸款占全

國短期貸款比 0.72% 0.97% 0.86% 1.1% 1.6% 1.7%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金融年鑒 2006，頁 390 之資料自行整理。 
 

雖然中共政府也試圖鼓勵國有銀行放寬對民營企業的融資貸款，然而大陸

整體的金融政策改進的效率及幅度均不甚理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有商業

銀行和主要股份制銀行仍在信貸上對中小企業及民營企業有種種不合理的條件

限制，使得相當大一部分在經濟效益、社會信譽和管理制度方面已經達到提供

銀行信貸條件要求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仍與銀行信貸無緣；二是社會普遍呼

籲多年的允許設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區域性中小銀行的建

議，一直不為主要金融管理部門認可。 
另有學者認為民營企業之所以不容易融到資金，從主觀方面看可能還有 3

個原因：一是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沒有按照規定建立賬目，即使有賬目也是比

較混亂，漏洞甚多，經不起檢查，因此金融機構不願貸款給它們，它們自己也

難以通過直接融資方式融資；二是不少民營企業由於抵押物不足，無法從金融

機構那裡借到錢；三是有些民營企業信用資訊不明，信用紀錄不清楚。正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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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觀原因使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它們往往只能依靠自我積累、慢慢「滾雪

球」，或者通過非正式渠道融資。 38

由於大陸銀行體系給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短期貸款比例過低，2005
年大陸銀行短期貸款餘額中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只占 11%。因此大陸學者

建議為了解決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困境，應允許並鼓勵成立區域性中小銀行，或

由政府財政出資成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或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中小企業信

用評估體系和社會誠信體系，減少銀行徵信成本，提高企業失信成本。 39此

外，為了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及解決融資難的問題，亦有學者建議具有條

件的大中型民企可採創業投資、開闢第二板市場、到境外上市等方式進入證券

市場直接融資，以澈底解決籌資困難的問題。 40

三、外部環境的影響 

外部環境的影響主要是指民營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並不公平，主要可歸納

為法制不夠完善及政策不公平所致。另外在 2001 年 12 月中國大陸加入 WTO
之後，外資企業及跨國企業的大舉入侵，也導致民企面臨的競爭加劇，經營環

境更為嚴苛。 
　法制不夠完善 

大陸現行調整企業法律關係的法律法規仍然是按照所有制、投資主體、組

織形式、投資區域等原則制定的。在一些具體的立法中，民營企業仍然不被重

視甚至受到歧視。此外，大陸調整民營經濟的法律主要是一些單項的法規，這

些法規只是規範某類民營經濟的組織和活動，僅是針對一些具體行為活動加以

局部調整，而沒有從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高度對民營經濟加以規範和立法。 41

另外，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保護個人產權的法律規定不夠明確，缺乏對

民營企業物權、債權的完整規定； 42對民營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保障缺乏一定

的法律依據，已有的依據也難以真正落實；民營企業業務核算、會計監督、稅

                                                   
38 厲以寧，「切實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2006 年 3 月 8 日，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4177092.html。 
39 厲以寧，民營經濟文摘（21 期）。 
40 楊建新，「民營企業直接融資問題研究」，山西統計（山西），2001 年第 7 期，頁 27-28。 
41 楊萬東、杜海強、敖咏，「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問題討論綜述」，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北京），2007
年第 7 期，頁 76-80。 
42 大陸物權法雖已於 2007 年 3 月通過，並將於同年 10 月 1 日起施行，惟相關配套法規尚待擬訂中。

參見姜志俊，「中國大陸《物權法》對臺商的影響與因應」，展望與探索月刊（臺北），5 卷 7 期，頁 78-
88。 

 39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4177092.html


第 5 卷第 10 期 展望與探索  

額核定等沒有嚴格的制度約束或雖有一些規定，但澈底執行卻不得法、不得

力，人為性、隨意性較大；與發展民營企業相關的法律制度尚未形成體系，而

現存有些規定的口徑尚待統一規範。這在大陸市場經濟秩序不很規範的當前，

所表現出的即為一種依靠人際關係經營、向政府要政策及鑽法律漏洞創業的行

為。 43

　政策不公平 
大陸學者段立明認為中共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制度供給上，受到各種

利益集團的影響，總會帶有某種傾向性。長期以來，對民營經濟的公共政策的

最突出特點就是系統性的「次國民待遇」問題，這種差別典型地體現在對民企

與外企的待遇上。如稅收、用地審批、進出口經營權、金融支持等方面。 44

民營企業競爭環境不公平，主要表現在政府的管制過多。過多的政府管制

會造成政府法律法規較大的隨意性，從而導致民營企業無信心和無耐心，企業

行為短期化。目前大陸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發展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重視，但卻更

多體現在「治標不治本」的一些細節方面，如註冊、稅收、減免費用等方面。

其實，民營企業最需要的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及市場准入的自由。 45

地方政府一些行政執法機構只顧收費罰款，而不向企業提出整頓改革措

施、出示具體依據和提出建設性意見，並藉此吃、拿、卡、要、壓；某些依附

於政府主管部門的中介機構，憑藉行政授權強制「服務」，向企業收取高額費

用；一些單位和組織更是經常對民營企業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

以此作為維持聘用人員的日常開支、增加自身福利、抬高自身名譽的一個重要

來源。 
此外，大陸政府對個體工商戶的政策管制太多、太嚴、太死、罰款也太

重，並且存在亂執法、重覆執法、交叉執法的現象，使個體戶的生存環境愈來

愈困難，也因此導致個體工商戶數目在 2000 年至 2004 年大量減少。造成此種

不正常情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稅費過重。學者厲以寧曾舉一位大陸個體戶

經營一家手扒雞店為例。「當這位個體戶來到縣衛生監督所辦衛生許可證時大

吃了一驚，健康證、衛生許可證、檢測費等，竟然每月要交 3,600 元，手扒雞

                                                   
43 靳能泉，「民營企業發展障礙及對策」，全球科技經濟瞭望（北京），2004 年第 6 期，頁 38-40。 
44 楊萬東、杜海強、敖咏，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頁 77。 
45 王麗敏、李亞民，「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農場經濟管理（黑龍江），2004 年第 4 期，頁 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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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一個月賺不到 2,000 元」，於是這家個體戶只經營了極短時間後即關門停

業。 46此外學者張秀生、海鳴也指出，民營企業面對的稅外收費名目繁多，收

費範圍隨意擴大，不按標準收費，重覆多頭收費；且收費方式及手段沒有規

範，亂收費現象嚴重。多數部門重收費、輕管理，有的部門甚至只收費不管

理，個別職能部門則以罰代管，重罰款、亂罰款現象泛濫，使民營企業經營愈

加困難。 47

　外資的競爭 
另外加入WTO也給民營企業帶來了一定的衝擊與挑戰，除了市場與人才

競爭的挑戰外，外資企業及跨國企業的規模及併購的能力，也對民企造成了一

定的壓力。根據相關研究指出，自 2000 年以來，跨國公司直接併購大陸企

業，尤其是龍頭企業的案例開始逐步增多。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

等行業的許多重要領域，跨國公司的產品也已占據大陸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場份

額。 48

國企改革過程中，鼓勵民企參與產權併購被認為是一條很好的改革之路。

事實上，大陸各地區在推進國企改制的過程中，也在採取各種措施鼓勵民營資

本的參與，私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的成功案例已經隨處可見。惟在中國加入

WTO 之後，民企收購國企的腳步放緩，反而是外資或大型國企在參與併購的

活動，甚至部分民企也在被併購重組之列。 
根據資料顯示，外資企業在上世紀 90 年代即已悄悄進入中國開展併購活

動，惟跨國公司在大陸採取的併購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的比例較低。據聯合國

貿發會（UNCTAD）的統計，迄 2001 年，外資在中國的跨國併購金額每年大

約在 10 億~20 億美元左右。 49惟近年來則有大舉進入中國併購的趨勢。 
因此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在大陸企業併購市場中，民營企業與中央國企和

大型跨國公司相比，總體呈現退守之勢。再加上大陸民營企業集團的德隆﹑格

林科爾倒塌之後，社會對不按照規範運作和整合失敗的怨氣遷怒到了併購交易

本身，對參與併購交易的企業或集團的要求大大提升，基本上這對民營企業尤

其不利。據大陸證券市場資料顯示，2005 年有 110 多家上市公司併購案件，

                                                   
46 厲以寧，厲以寧論民營經濟，頁 47。 
47 張秀生、海鳴，「論民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研究（廣州），2006 年第 11 期，頁 48-52。 
48 陳華、孔令林，「反思外資併購」，企業管理雜誌（北京），2007 年第 8 期。 
49 「跨國公司併購與大型國有企業改革」，輯於陳佳貴，經濟改革發展中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北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年 7 月），頁 2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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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併購方明顯為民營企業的不超過 20 家，而作為出售方，明顯為民營企業的

超過 30 家， 50民營企業在併購市場上明顯呈現弱勢。 
在目前併購市場上，最大的矛盾就是民資與國資、外資力量不匹配的問

題。民資要想在併購市場上鼎足而三，就需要有更為有效的制度安排，特別是

融資和准入的支持。 
此外，國有央企、外資與民資這三大勢力爭奪的焦點還是有一定差異。大

體上說，中國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還是央企的專屬領域，只有一些大型跨國

企業借助特定的形式才能進入。外資和民資主要的併購目標還是地方國資手中

的企業，在外資和民資眼中，地方國企正是併購的金礦。更何況，有時在併購

中民營企業要收購遠較自身實力強的國企，難免要運用一些超常的融資手段，

使得這類併購看上去總有點「小魚吃大魚」的味道。 
近年來外資在大陸併購活動的升溫，也開始引起大陸民眾及企業界人士愈

來愈強烈的的關注。從美國凱雷投資集團收購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製造企業徐

工機械，到法國SEB收購大陸國內炊具行業的巨頭蘇泊爾，無不引發產業內外

的一片反對、質疑的聲音。或許外資跨國企業併購大陸國有企業，並非真正想

要好好整頓經營原有的國企，反而是站在全球性戰略的高度在大陸布局，或者

僅是想要削弱大陸的競爭對手而採取的併購行為；且併購後，不少國企失去了

自主創新的主動權，影響大陸產業自主創新的能力。顯示出一些國企在併購中

讓出國有控股權，並未達到吸引外資技術及壯大自己的目的，反而陷入自有品

牌的弱化及逐漸喪失生命力的下場。因此在此情勢下，或許也是民營企業併購

國企的大好機會，未來如果大中型民企在市場准入及融資貸款方面，能獲得適

當的協助，也不僅在國內獲有併購的機會，甚至也可以赴海外發展，併購外資

企業，達到「走出去」及開發世界市場的目的。 51

伍、國企改革中「國進民退」的隱憂 

正如前所述，國企改革之所以要採「國退民進」的方式進行，很重要的一

個原因是民營企業具有較佳的績效所致。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的西方

                                                   
50 林永廷，上海國資，頁 8-12。 
51 吳敏，「我國民營企業的現狀及其發展模式」，經濟體制改革（北京），2005 年第 3 期，頁 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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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論及產權問題時有一個非常通俗的關

於「花錢辦事」的說法。 52民營企業由於「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因此既

講求節約又講求效果（民企特徵）；但國有企業則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

事」，既不講求節約又不講求效果（國企特徵）。因此大陸國有企業在改革進程

中即以「抓大放小」及「國退民進」為主流，惟在國企改革的基調上並未特別

強調「國退民進」，而是以有退有進來加以說明。因此民營企業在進入部分特

殊產業或領域上，就難免會遭遇到有意或無意的歧視或政策不公現象，也間接

導致「國進民退」的現象發生。 
其實近年來國企改革之所以會產生「國進民退」現象，主要即在於部分壟

斷產業並不歡迎或不願意民營企業進來參與。而中共政府為壓抑經濟過熱所採

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有時候也間接打擊民營企業在部分產業領域的發展。 
如 2004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實施宏觀調控措施時，國家發改委針對鋼鐵、

電解鋁、有色金屬等行業提出一些政策，即不利於民營企業的發展。當時一些

民營企業，特別是擴張速度比較好的民企集團，或多或少均面臨一場生存的危

機；相對的，當時國有企業或國有壟斷企業，在此過程當中地位得到強化，利

益也得到保障。 53

又如 2006 年 12 月 19 日，大陸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發布《關於推進國有

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提出推進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

領域集中，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並發揮主導作用。國資委解釋說，國有企業

將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

炭、民航、航運等 7 大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由國有絕對控股），在另外 9 個

基礎性和支柱產業領域也要保持較強的控制力。即表示對屬於關係國家安全、

資源壟斷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類型產業，必須以國有企業為主，原則上不開放外

資或民營企業經營。 54由於國資委對於國有企業的加持，再加上國有資產改制

重組後實力大增，於是民營企業進入這些行業的大門有逐漸關閉的傾向。 

                                                   
52 經濟學理論指出，在給定的條件下，經濟人要追求利益的最大化。因此同樣的道理也存在有人「花

錢辦事」的四種類型：1.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求節約又講求效果；2.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

講求節約不講求效果；3.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求效果不講求節約；4.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

不講求節約又不講求效果。參見王東京，改革；另請參見「趙紫陽與佛利民的對話」，輯於張五常，存亡

之秋（臺北：遠流出版社，1989 年 8 月），頁 110。 
53 鍾偉，「經濟調控＝國進民退？」，當代經理人雜誌（北京），2004 年第 7 期，頁 18-20。 
54 秋風，「國資委就有權圈定壟斷禁區？」，中國經營報（北京），2006 年 12 月 25 日，參見中國經營

網－http://www.cb.com.cn/News/ShowNews.aspx?new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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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近期媒體報導，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正出現民營企業被國有

化的情況，「國進民退」成為大陸國企改革史上一個新的現象。報導指稱，在

這場「國進民退」潮中，最突出的就是壟斷行業。儘管 2005 年 2 月頒布的

《非公經濟 36 條》，允許民企進入金融、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壟

斷行業和領域，但是由於這些行業的高門檻，使民營企業一直在觀望。 55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某些壟斷企業在實際上更加排擠民營企業。面對民營

企業部分地、逐步地進入某些壟斷行業和領域，一些壟斷企業出於維護自身超

常利益與抵禦市場競爭的需要，往往採取某些直接、間接手段與辦法，如長期

維持壟斷高價、通過影響政府部門抬高行業准入門檻等，排擠甚至阻止民營企

業進入。以下即為部分領域中民營企業近期投資所遭遇的政策瓶頸： 56

一、金融業：2006 年 2 月 1 日，大陸銀監會頒布施行《中資商業銀行行

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與同一時間公布的《外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

辦法》相比，對中資銀行的規定多了若干限制條件，更苛刻的是明確規定「發

起人股東中應當包括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顯然給予外資更多的優惠。 
二、石油業：2007 年 1 月，商務部頒發的《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開始

實施，但辦法中明確規定油企的油庫容積須達到 1 萬立方米、註冊資金不得少

於 3000 萬元人民幣，使得眾多民營企業只好望而卻步，大陸地區的河南省、

重慶市、瀋陽市等地不少民營油站被迫委身於國有石油企業，或遭其併購。 
三、煤礦業：2006 年以來，在地方政府啟動煤礦產權制度改革中進入山

西省的民營資本一敗塗地，能獲生存的民企只有少數幾家。 
四、鋼鐵業：2005 年底，國家發改委頒布《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

定》和《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及鋼鐵、水泥、汽車、鋁業等產業政策，多

數民營鋼鐵企業被認為將在「盛世中被清場」。 
五、航空業：2005 年被認為是民營航空元年，14 家民營航空公司應運而

生。然而融資不易、成本高昂、人才短缺等難題，令大多數民營航空公司迄今

沒能擺脫虧損的窘境。 
六、鐵路建設業：2006 年 3 月，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表示，在鐵路

建設領域，客運允許非公資本進入但不可獨資，且國資要絕對控股，民營資本

                                                   
55 羅洪嘯，香港文匯報。 
56 羅洪嘯，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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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受限。 
此外，如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大巨頭擁有國內原油 90%的開採權，集開採、

進口、加工、批發、零售於一身，是具有壟斷特權的企業。這些壟斷性行業大

都抗拒「國退民進」式的改革，也對民企懷有敵意，甚至藉機吞併民企。 
目前，大陸的專家學者們很少對定位於基礎性和公益性領域的新國有資本

作出評論，對新設立的國企也大多持觀望態度，但對國有企業和中央國企以贏

利能力強為理由盲目擴張則抱有隱憂。主要原因在於：「新國資運動」加大了

大陸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難度和風險，直接影響到大陸的市場化水平和國民經

濟的運行效率，並擠壓民營企業的發展；國有資產重新投資經營性領域，使經

營性國有資產過於龐大，將增加未來國資委的監管難度，且「國進民退」也不

符國企改革的主流方向。 57

此外，民營企業的發展不但受制於政府政策的制約，還在貸款等方面居於

資金劣勢，使得民營企業更不易與國有企業競爭。因此，大陸部分產業界人士

和專家擔憂，民營企業會被排擠到主流經濟之外，後果將會阻礙中國大陸市場

經濟的發展。甚至有學者批評，如果隨便一個政府部門都可以凌駕於市場、社

會之上，行使設立壟斷、禁止他人進入的權力，則中國就將永遠與法治下的市

場秩序無緣。 58

陸、結  論 

中國大陸歷經 20 餘年的國有企業改革，每一階段均有其特色及侷限；而

民營企業則依靠改革開放的政策，始終以其堅韌的生命力在市場上奮鬥求存。

大陸國企改革中「國退民進」的現象，只不過顯示出國有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

已逐漸無法適應激烈的競爭，主動或被動的退出。再加上大陸政府實施「抓大

放小」的改革政策，也加速中小型國企退出市場，並給予民營企業更多的生存

空間。 
然而，中國大陸也堅持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

中，不願在產權改革上做過多的讓步與改變，因此仍保留相當數量的大中型國

                                                   
57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深化中央企業改革》課題組，「國企改革出現新情況和新問題－國企復甦」，中

國改革報，2007 年 8 月 2 日。 
58 秋風，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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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業，並堅持對屬於關係國家安全、資源壟斷和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必須

以國有企業為主，也間接影響民營企業的進入及發展。再加上近年來部分大型

國有企業運用資本優勢主動介入競爭性領域，使原本規模及資本屈居劣勢的民

營企業遭到被併購或重組的命運，也使得產業界憂慮是否會形成「國進民退」

的反改革現象。 
國企改革中「國退民進」雖引發管理人收購（MBO）、國企資產流失及公

平、原罪等問題，但透過適當的修法及相關的配套措施，應能降低其負面的影

響，民企也應能逐步進入相關競爭型的產業領域，以取代國企的角色。 
而民營企業在近年發展過程中，雖有《非公經濟 36 條》的鬆綁，但市場

准入的問題，在實際層面上仍無法解決，「玻璃門」現象依然存在；貸款融資

也始終困擾著民企發展，政策及法律的歧視或落後，也一併制約民企的快速增

長，但透過時間的洗禮及市場經濟的健全發展，未來狀況應會有好轉的跡象。 
儘管國企的經營效率不如民企，但在大陸政府官員的堅持及社會主義的大

帽子之下，要想讓國有企業退出壟斷性或基礎性產業或許仍言之過早，且近期

部分相關政策明顯有利於國企，而不利民企的發展，使得「國進民退」的隱憂

逐漸浮現，也令主流的經濟學者呼籲國資委及相關部門要注意國企利用現有優

勢併購整合民企的反常現象。 
不論是「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根本的問題仍在於在市場經濟體制

下，企業的基本組織形式是以國營為主還是以民營為主？正如中華工商聯副主

席段永基的看法，認為市場經濟應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為主導，而不是以國有

企業為主體、為主導，但是現在中國大陸還是要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因此在這

種情況下，很有可能形成一個不倫不類的市場經濟，而非真正完善的市場經

濟。 59

中國大陸民營企業經過 20 多年來的發展，雖然歷經各種折磨與考驗，但

始終充滿活力與戰鬥力，就是因為它們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產權歸

屬清晰。而現在由國資委派出的「出資人」代表，顯然跳不出「花別人的錢辦

別人的事」的模式，它的效率及成果也是令人質疑的。 
國有企業的改革或民營企業的發展，不是政府的政策可以干預得了的，事

實上，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上，任何人為的政策都不具有絕對的約束力。不論是

                                                   
59 羅洪嘯，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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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或是「有進有退」，都要視整體大環境的發展而

定。由於國企改革及民企發展關係著大陸經濟發展的速度及成敗，或許在「國

退民進」的主流發展進程中，偶而發生「國進民退」的非主流現象，也是中國

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然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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