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月

第18卷第l期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09
V01．18 No．1

安徽省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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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国有企业一样，遍布江淮大地上的民营企业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提

高居民收入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在改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法律环境、强化对民营企业

社会化服务、帮助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及促进民营企业出口等做法对中国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发

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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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no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nhui Provi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ir Development

LIULiu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Abstract：Just like state-owned enterprises，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play an essential mh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increasing 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come，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improving eitizens’

income and so on．It’s benetleiM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8 support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

Anhui provinee’8 practices in impro、，ing the legal en“ron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enhancing social servic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helping expand financial channels and

encouraging 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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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我省中小企业坚持以产权制度

改革为重点，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攻方向，

民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企业总数达lO．35万家。

五年来，全省各地通过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

拍卖等方式，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面达85％以

上，乡村集体企业基本完成改制。一大批企业在

改革中获得新生，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了发

展活力，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经过近三十年

的发展，我省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已占据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在经济社会生活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当前我省加快

发展、实现奋力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一、安徽省民营企业发展概况

(一)民营企业经济总量迅速壮大，企业素

质明显提高

近年来，安徽省非公有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

加快，2007年增速达18．6％，经济总量占GDP总

量的52．4％，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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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民营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2％，

已成为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安徽楚

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8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行列。

(二)企业主体多元化，企业集团涌现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企

业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呈现多元化格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注册个

体工商户l 12．5万家，实有资金201亿元；私营

企业14．5万家，注册资金1 876．5亿元；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1 275家，注册资金63亿美元；外商投

资企业2 637家，注册资金140．3亿美元。同时，

一批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非公有制企业和企业

集团脱颖而出。2007年底，全省186家企业集团

中，私人及港澳台商控股企业集团达104家，占

55．9％。其中，私人控股企业集团共102家。

(三)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

越大

“十五”末期，全省民营企业实现经济增加值

1786亿元，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经济

比重的43．5％11I。2007年，个体私营经济对全省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6％，拉动经济增长

8．2％，在全省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同时，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不断

增加。2007年，个体私营企业共缴纳税收90．9亿

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4．2％，全省私营企业年纳

地方税总额是2002年12倍，年均增长220％。

(四)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

民间企业与公有制企业改革、外来投资相

互交融、相互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开始呈现数量

与质量并进的良好局面。一是产业结构不断创

新。民营企业正逐步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过

渡，全省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分

别为l 829户、25 408户、45 612户，占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总户数的比重分别为2．5％、

34．9％、62．6％。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向信息、

咨询、房地产、旅游、高新技术等现代产业发展。

二是组织形式渐趋合理。2003年后新办的民营

企业大部分都选择了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形式。

民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占45．8％，独资企业占

43．1％，合伙企业占8．2％，股份有限公司占2．9％。

在实行公司制的4万多户企业中，有200多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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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离的法人治理结构121。

(五)品牌和创新意识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企业开始通过创建品牌和科技创新提高市场竞争

力。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2007年底，安徽省非公

有制企业拥有5件“中国驰名商标”、591件“省著

名商标”和585件专利。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

医药、新材料等领域，我省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领先技术水平的高新技术企业，科

大讯飞、美亚光电、安科生物等企业在国内外都有

一定知名度。以工业企业为例，2007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公有制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

产值的比重为9．6％，比国有企业高61个百分点；

298家非公有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企

业占52％，比上年提高9．3个百分点；共申请专利

248项，比上年增长23．4％。

二、安徽省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营经济总量和企业规模与发达省份

仍有差距

我省2007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52．4％，而在“十五”末期的2005年，江

苏、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就在

70％左右，中部省份河南、湖北也超过了50％。

我省注册私营企业数量14．49万户，不到浙江的

三分之一，比河南和湖北也分别少了30％和

20％。企业规模也差距明显，我省2006年民营百

强企业首位企业营业收入不到60亿元，而江苏

2005年民营百强首位企业营业收入就达到了

402亿元。

(二)民营经济仍处于产业低层次、低起点

阶段

我省民营经济产业比重的顺序“三二一”，产

业比重最高的是第三产业，以住宿餐饮业和商业

批发零售等社会服务业为主，其次是第二产业的

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各产业

的主体都是个体工商户，这是由于我国的第三产

业对私营开放较早，进入门槛低、投资不高、风险

小，使之成为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民营经济的

首选，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及城市本身的

发展，促使民营制造业和建筑业迅速发展。因此，

由于环境、资金、市场、技术、文化等种种原因，民

营企业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式进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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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行业困难，我省民营经济处于产业低层

次、低起点阶段。

(三)融资难，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民营企业

发展的瓶颈

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且企业规

模越小，资金融通越困难。一是银行、信用社等金

融机构信贷支持力度不大。尽管金融业制定了一

系列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法规和政策，但

银行认为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复杂，信贷风险过

大，直接获利较小，普遍存在对民营企业惜贷现

象。二是企业自身条件欠缺。不少民营企业处于

创业阶段，在短时间内难以树立或表现自己的信

誉，同时，不少民营企业财务管理也比较混乱，可

供抵(质)押的资产不多，缺乏进行融资的基本条

件。三是担保机构实力不够，风险分散与补偿制

度缺乏等问题，限制了担保资金的放大作用和信

用能力。2007年，在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短期贷

款中，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仅占1．5％，远远低于

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从固定资产投资资

金来源看，2007年，个体和私营企业国家预算内

资金和国内贷款仅占其资金总额的4．9％，比国有

和集体企业低了33．3个百分点。

(四)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它在一定

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企业规模。

但安徽省很多民营企业并未重视本企业的人力

资源规划工作，未制定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

需求规划，更未建立一种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31。

民营企业中以私营和个体为主，企业的发展目标

大多数是短期的，导致其用人制度和人力资源管

理不规范，人才流失严重，直接影响生产力提高。

三、民营企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优化民营企业融

资环境

国有商业银行在皖分支机构先后完成财务

重组，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内控管理推进配套改

革，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地方金融

机构建设加快，徽商银行挂牌成立。我省1997年

开始成立了合肥、芜湖等六家城市商业银行，这

些银行对全省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但是由于规模小，提供的支持有限，不能适应民

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壮大地方金融机构的实

力和经营规模，依托现有商业银行，加快全省城

市商业银行的建设，整合金融资源，健全地方金

融体系，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参与竞争能力。拓宽

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

直接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企

业债券，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到境外上市

融资，为民间投资项目上市融资提供平等的机

会。支持民营资本和国外大银行参股我省城市商

业银行，以更强的实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支

持。2005年我省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组建农

村合作银行，真正把农村信用社办成民办、民有、

民受益的民间金融机构，多渠道解决民营经济的

融资问题。

(二)加强引导和管理，充分调动企业的自

主创新积极性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加大法律宣传和监管

力度，帮助民营企业树立合法诚信经营的理

念；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培训和引导，用现代

企业制度和生产经营理念武装他们，引导他们

追求持续的发展和更高的效益；加大对优秀民

营企业家的宣传力度，树立典范，推动他们思

想意识的解放和进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

控作用，健全投资服务体系，加强投资指导，帮

助他们摆脱盲目投资的倾向，引导他们向现代

化、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和科技化方向投

资；充分调动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鼓励开

展产学研结合，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增强

技术创新能力。

(三)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

理论和实践证明，产业集群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和创新优势，培育和

发展产业集群是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发展区

域经济的有效途径。虽然我省产业集群建设不断

取得新进展，已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不容忽

视的力量，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还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加

快我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一

要强化行业协会功能，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

系，规范企业行为。二要逐步完善支持中小企业

集群发展的信息咨询服务、中介服务和人才教育

培训体系，引导专业化分工，完善产业链。三要改

善地方政府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强化政府

的引导和服务职能，加强与产业发展配套的基础

设施建设。四要重点培植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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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高、经营者综合素质好的企业，通过他们

的“波及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集群发展t4]。

(四)建立人才服务体系，建立科学的人才

引进和管理机制

一是要搞好人才培训。构建以企业家为核

心、以技术人员为中坚的民营企业人才供应

链。把民营企业人才培养列入全省人才建设总

体规划，逐步建立政府引导、社会支持和企业

自主相结合的培训机制。应采取财政给予一定

补贴的形式，组织和引导有发展前途的私营业

主到有关大专院校接受定向培训。二是做好人

才扶持。每年举办民营企业招聘职工洽谈会和

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利用国企改革的时

机。从国有企业引进人才，鼓励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创办、领办民营企业。

三是针对民营企业人才匮乏和流动性大的问

题，可以由个私协会牵头成立人才中介机构，

建立民营企业人才信息库，有针对性地为民营

企业提供人才。

(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国外、省外资

本。依靠优化自身经济发展环境招商引资，利

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好机遇，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扩大出口规模，以招商引

资、国际贸易、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境外

投资、国际旅游和综合投资环境等方式，加快

形成扩大开放的整体合力。坚持对内对外开放

并举，引进外资与引进内资并重，“招商引资”

与“招商引智”相统一，扩大总量与提高质量相

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行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在实施“东向发展”

战略过程中，积极优化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

承接长三角地区的资本转移和产业转移，按照

产业互补、合理分工、发挥优势的原则，主动参

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与长三角

地区市场相接、体制相融、产业联动、人才互

通。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大力吸引东部和其它

地区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流入安徽，为安

徽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通过对外

开放，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增强民营企业

发展后劲，实现自身做大做强【5】。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工商联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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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商会、行业商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民营企业

通过与国外省外企业合资合作、“嫁接”改造，既

能实现“二次创业”，迅速扩大企业的规模实力，

增强市场竞争力，又能为政府招商引资做出贡

献。近年来发展的异地商会、行业商会组织，更具

有联系外地企业的优势，可以在招商引资工作中

起到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

四、前景展望

我们能够乐观的估计安徽省民营企业的发

展在下一阶段会出现新一些亮点：法律和舆论

环境进一步改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在

国家宪法中得到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数量将

进一步扩大；以民间投资为主导的社会投资将

取代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国有投资成为固定资

产投资的主要力量；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

速度进一步加快；金融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力度会加大；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进一步得

到加强；民营企业产业结构和行业分布将会更

加合理[61。

在政府实行有重点的扶持政策并从观念、法

制、组织等各方面优化发展环境的大背景下，安

徽省民营企业能够抓住当前的历史时机，加强人

才培养，学习先进的管理与技术知识，提高生产

效率与生产质量，增强竞争力，必将拥有进一步

发展壮大的前景，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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