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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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县域经济、就业和投资潜力三方面介绍安徽民营经济在安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重点指出安徽民营

企业的融资问题，并对其融资渠道作简单分析，最后就安徽民营企业发展提出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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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在目前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

现行的统计分类中，还没有民营经济的分类标准，这就导致民

营经济指标概念不清、统计名称不规范、统计范围不确定等诸

多问题尚未解决。为便于分析研究安徽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状

况，笔者认为民营经济是非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

个体与私营和集体经济来解释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的概况。

一、民营经济推动安徽经济发展

(一)民营-1-：11=在县城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安徽各县市

将民营工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结合各自实际，认

真谋划，积极探索适合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无为、桐城、天

长、霍山等一批县市民营工业迅速成长，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经过全省各县市的努力，民营经济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态势。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底，省非公经济规模

和实力明显增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

当年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尤其是民营经济对县域经济支撑

作用越来越明显，从2007年安徽省县域经济排名来看，前十

强县都是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7年个体和私营经

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1％。

(二)民营经济是安徽就业的中流砥柱。安徽民营企业

不仅承担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还是新农村建设中剩余劳动

力就业的重要去处。2006年城乡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

劳动者512．2万人，增加79．6万人。(见表1)。

表l 近几年安徽省民营与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和就业指标

工业总产值(亿元) 就业人数(万人)

年份 民营经济 国有经济 民营 国有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2002 579．9 27．3 1209．3 57 259．8 270．5

2003 678．8 26 1438．9 55．1 257．1 249．7

2004 1140 31．2 1922．1 52．5 247．2 35．6 238．4 34．3

2005 1405 30．8 M18．4 53 240．9 33 2嬲．7 28．5

2006 Z108．2 35．6 Z835．1 47．9 233．9 30．9 202．9 26．8

数据根据安徽统计年鉴编制(就业人数根据城镇从业人

口计算)。

(三)民营经济投资潜力较大。通过选择投资效果系数

分析，发现2006年民营企业的投资效果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的38％，比国有经济的投资效果高33个百分点。(见表2)

另外，民营企业数量在逐年增加。2007年12月底，安徽省共

有个体工商户139．95万户、注册资金237．16亿元、从业人员

325．38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16．5％j22％和15．3％；私营企

业16．03万户、注册资金1858．5亿元、从业人员269万人，分

别比上年增长22．6％、22．2％和13．8％。(见表3)

表2 2006年安徽省工业企业投资效果系数分析

窝爨
工业总产值 2006正 2006年 投资效果

2005 2006 产出增量 投资额 系数％

全省 4567．2 5915．6 1348．4 3544．7 38

民营经济 14Q5 2108．2 703．2 968．4 72．6

国有经济 2418．4 2835．1 416．7 1052 39．6

数据根据安徽统计年鉴编帝】

表3 2005～2007年安徽非公经济发展状况

二、民营经济发展遭遇融资问题

(一)融资渠道单一，资金短缺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作

为农业大省，多年来，安徽的民营经济比较薄弱，2005年全省

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为44％，低于全国沿海省份和发达地区

50％一70％的比例。统计数据显示，由于资金的短缺，目前安

徽省企业患上资金“贫血症”的大约占到80％。甚至有些企

业因为没有融资能力而濒临倒闭。“资金的严重制约，已经

困扰了皖企的进一步做大做强。”虽然每年政府都帮助银行

与企业之间做项目与资金“对接”，但获得银行资金青睐的企

业多为大中型企业，更多的是国有企业，所以像一些正在成长

的民营企业很难获得无担保性贷款，而且，通过银行渠道融资

成本过高，民营企业难以承担。从目前民营的资金渠道来源

看，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2006年私营和个体贷款

总额只占商业短期贷款的5．4％。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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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金的比重分别为78．1％和93．9％(见图1和图2)。

图1 2006年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各经济类型

图2金融机构商业贷款

上述两图根据安徽统计局统计数据编制

从近几年的投资来看，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

所占份额都在下降。

表4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2002—2006年)

滁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民营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

全省总计 增长(％)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2002 1133．3 383．8 33．9 513．5 45．3

2003 1477．7 30．4 398．6 27 562．7 38

2004 1914．2 25．9 265．4 13．9 740．5 38．7

2005 2521 31．7 278．6 11．1 880．6 34．9

2006 3544．7 40．6 968．4 27．3 1052 29．7

数据根据安徽统计年鉴编制

许多企业已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进入到上规

模、上层次的集团化发展新时期，所需要资金不再是几万，而

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成为阻碍全省民营科技企业

。升级换代”短期内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单单依靠企业

自身资本积累恐怕几年内都难以攒足现在“升级换代”所需

的资金；从银行借贷的路又难行得通，现阶段中央财政不可能

划拨大量专项基金用来支持民营企业，2006年国家预算内资

金对私营个体两种经济类型的拨款只占拨款总额的0．5％。

同时，向居民和社会团体筹措资金的办法在安徽很难实施。

这是因为一方面，安徽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收入本来就低，因

而居民无力向民营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即使有少量的社会闲

散资金也因我国现有的资金融通渠道不畅而无法使这些资金

集聚汇总流向民营企业。

(二)风险投资没有发挥作用。风险投资不仅是民营企

业发展中的另外一种融资渠道，而且能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

来众多的推动作用。但风险投资在安徽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风险投资成为安徽民营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的可行性值得商

榷。从目前来看，民营企业面对风险投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的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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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风险投资的资金投向主要是科技型企业。而安徽科

技型企业比重并不是很大，2006年民营科技企业安徽为4037

个。所以很多民营企业认为不属于科技型企业，风险投资与自

己无关。风险投资(Venture c叩ital)也常被称为风险资本、创

业投资。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National Venture Cap-

ital Association)2000年指出，风险投资企业是由专业投资者提

供资金投资并参与管理的一种投资形式，该投资的投资对象为

高速发展并蕴藏着有望成为某行业重要公司的潜力新兴公司。

此定义中并没有严格限制风险投资的投资领域。风险投资机

构也是—个公司，也是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所追寻的根本

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投资机构也是很怕风险的。也是

基于这种原因，风险投资机构已经突破了只投高新技术企业的

传统，技术含量不高、但市场前景很好的分众传媒以及如家快

捷酒店照样获得了风险投资的青睐。著名的IDG更是于近日

成立了专门投资于传媒和文化产业的专项基金。这一切都表

明，传统行业依然可以获得风险投资。

其次，民营企业害怕被夺取股权和管理权。没有一个风

险投资公司企图拥有一个小公司的控制权。风险投资寻求公

司的50％以上股权，主要也是为了保证其已投入资金的安

全。风险投资者要忙于保持现有投资和寻求新的投资机会，

他们希望管理集团能有效地管理其公司，他们只想参与该公

司的重大决策，绝对不想介入日常管理业务。风险投资是将

资金投入高风险、高潜力的行业或中小企业的并参与其管理

的，对企业而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融资行为的股权投资。说

明风险投资的股权投资性质及参与管理。

再次，风险投资者在其决策投资之前，只需要主要的基本

信息。为引起风险投资者注意，以便获取风险投资，必须详细

具体地编制计划书。而安徽一些民营企业似乎没有认识到这

些。有些企业，甚至连商业计划书都不能制作专业，还有些连

自己是处在种子期还是成长期都不能分辨。另一方面企业管

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市场环境也阻碍风险投资的引入。

三、民营企业发展建议

民营经济是安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发

展状况影响安徽未来经济的发展。本文就上述民营经济发展

问题提出个人浅显的建议。

(一)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是

同一行业的企业(相互竞争)或不同行业(相互联系)的企业

“扎堆”生产的企业群。它们相互之间发生有机联系，形成块

状经济“倍加式”发展。2003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

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促进民营企业形成产业集

群”。“各市、县(市、区)要因地制宜发展各具特色的工业园

区，以园区为载体，促进民间投资，推动民营企业的产业积

聚。”到2007年，安徽已经形成高沟、秦栏、博望、芜湖汽车零

部件等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176个，其中，民营企业占绝大多

数。民营企业单就规模而言是不具备优势，要想在日益激烈

的竞争中发展必须形成块状经济，增强产业竞争力。安徽民

营企业拥有集群基础，应该在此战略上加大发展力度。

(二)从紧货币政策下推进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没

有充足的资金，企业发展无法改变规模小、竞争力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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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地区物流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口冉瑞栋

【摘要】物流作为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在经济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既受制于物流不畅，

反过来又妨碍了物流业发展。针对湖北民族地区物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要调整战略定位、搞好物流园区

布局与建设、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营销水平等加速物流业发展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物流服务；湖北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对策

【作者单位】冉瑞栋，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社会发展离不开物流服务，物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物流业的

兴旺不仅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且物流本身也是实现经

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湖北民族地区不仅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而且至今未通铁路和高速公路，其本身交通并不便捷，但该地

区位于中西结合部，318和209两条国道一横一纵贯穿全境，

沿海发达地区与重庆、四川和贵州等西部地区的运输几乎都

要经过这一地区，有着相当大的物流优势，而与这样有利环境

相悖的是，湖北民族地区物流业却并不兴旺。如何加速物流

业发展无疑是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湖北民族地区物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战略水平定位比较低。湖北民族地区物流企

业基本上都是定位于第三方物流，是在物流业务外包的基础

上，以契约或合同的方式对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运作方式。

解决资金问题必须多方面着手。安徽省2007年继1993年实

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后，再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

并且取消适度二字。首次提出“严格控制信贷投放节奏”。

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紧的货币

政策主要有存款准备率、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等数量工

具，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多年不用的信贷规模管

制可能又会大行其道；其次，从紧的货币政策还表现在价格工

具，即利率和汇率上。随着CPI的上升，利率水平提高应该是

2008年最为常用、宏观调控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从紧货币

政策实施以后，虽然政府多次强调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

持，但从目前来看，2008年由于汇率变化、物价上涨使得中小

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中小企业融资更加艰难。对此，应积极鼓

励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对中小

企业的扶植政策。间接融资渠道方面，El本建立了专门为中

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扶持特定领域中的特定项目。其所

设立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由国家法律保护

的民间合作信用系统、经营性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除此而外，

为了弥补民间融资机构的遗漏和不足，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日

本在二战后相继建立了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

商工组合中央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以及冲绳振兴开发金

融公库等5个直接由政府控制和出资的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

款的融资机构。对于安徽省而言，在全国没有形成国家级别

的金融支持机构时，可以采取灵活的抵押和担保条件，地方政

府也可以组成特殊的金融支持机构，为民营企业融资拓宽渠

道。此外，浙江地区实施的民间资金合法化，成立村镇银行，

实行小额贷款也是安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重要借鉴。同

时，如何利用风险投资是金融创新的关键。从目前看，安徽省

投资公司资本主要来源于财政，规模比较小。全省科技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的7大股东中，省政府部门有5个，出资占注册

资本的20％。外省市风险投资在安徽省唱主角，说明安徽省

投资环境对外来投资有吸引力。加大对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

政策支持力度，为鼓励担保公司向高新技术项目提供融资担

保，合肥市政府出台了‘合肥市风险投资损失补偿暂行办

法>，对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发生损失部分，财政给

予30％的补偿。

综上所述，中小企业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目前其发展面临众多问题，其中如何解决融资问题是目前安

徽中小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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