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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安徽民营经济发展困境分析
———基于秦栏和博望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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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 ，我国的宏观经济保持着持续的增长态势 ，但其增长却发生着变化 ，在
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方面 ，外部的拉力作用在降低 ，依靠自身的推力在增加 。自 ２０１１年初 ，我国的民营经
济发展 ，自东向西 ，从南到北都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本文基于秦栏和博望这两个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强镇的
调研 ，探讨危机下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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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宏观经济整体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 ，有着资源
等多方面优势的安徽经济在近年来依然保持较快的发展
速度 ，究其推进全省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民营企业等非公

经济日益受到关注 。非公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呈逐
年上升的态势 ，对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保持在较
高的水平上 ，从安徽非公经济贡献表可见一斑 。

安徽省非公经济贡献表（资料来源 ：安徽省经济信息化委员会 （２０１２ ．８））

变 化 值

年 份  
２００８ ⅱ２００９ D２０１０ 骀２０１１ 垐

增加值桙比重 ４９９６ 栽亿桙５６ ．３％ ５６６２ v亿桙５６ ．３％ ７００６  亿桙５６ ．７％ ８７３０ 帋．９亿桙５７ ．１％

增长率 １６  ．８％ １５ 靠．３％ １５ 崓％ １４  ．４％

对增长贡献度 ７１  ．８％ ６５ 靠．１％ ５８ a．３％ ６０ /％

税收桙比重 ５９４ 靠亿桙５９ ．１％ ７９０ a亿桙６３ ．２％ １０３０  亿桙５８ ．３％ １３９７ 汉亿桙６５ ．２％

私企数量（万家） １７ L．６ １９ 铑．２ ２３ 悙．２ ２６  ．３５

　 　 通过上表 ，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安徽省民营非
公经济的发展概况 ，无论是在全省的经济总量中 ，还是
在税收的总量中以及对全省经济的贡献度方面 ，都已经
超过了过半的比重 。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国家 、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家 、省委省政府多次出台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然而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
外部环境开始变得恶劣 ，内部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

一 、秦栏和博望两地的民营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天长市秦栏镇号称安徽“个私经济第一镇” ，它以电

子 、光伏 、光电 、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等四大特色主导产
业为基础 ，全镇现有个私企业超过 ２０００家 ，是安徽省四
大电子产业集群地之一 ，其中所生产的高压包和遥控器
在全球市场都占有非常高的比重 ，高压包占全球维修市
场 ８０％ ，遥控器占全球零售市场的 ３５％ 。到 ２０１０年底 ，

全镇资产在 ５００万以上的企业就有 ３００多户 ，其中资产

突破 １０００万元的 １００多户 ，秦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突
破 １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接近 ２万元 。

当涂县博望镇是一个以机床 、刃磨具 、筑路机械及配件
等机械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集群镇 ，有着“中国刃具之乡”

的美誉 ，全镇现有工业企业 ８００多家 ，其中在 ２平方公里
的核心产业区内就有企业 ６００多家 ，该镇 ２０１１年实现的
工农业产值达到 １０５亿元 ，实现的财政收入是 ３ ．２７亿 ，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１１３２０元 ，较全国和安徽省同期平
均水平分别高出 ６２ ．２５％ 和 ７９ ．６８％ 。

秦栏和博望作为我省民营经济发展强镇 ，也是我省
民营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在经历快速发展之后 ，两镇也
不得不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顿之局面 。

二 、危机下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
（一）外部需求不畅 ，产品销售持续下滑 。在过去 ，广交

会是两地企业销售产品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 ２０１２年秋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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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上 ，外国客商不及往年一半 ，无论是秦栏还是博鳌都因
此导致订单大幅度减少 ，不少企业开始缩小规模以求保命 。

据天长市政协相关领导介绍 ，当地民营企业外向依存度非
常高 ，主要是为广东中山市外向型企业做配套出口 ，在外部
需求放缓的情况下 ，最终影响到了本地产品的出口 ，天长民
营经济 ２０１２年前九个月的增长率只有 １ ．１％ 。企业订单量
较去年同期是减少了一半左右的同时 ，产品的价格也在快
速下降 ，如太阳能新材料已经从高峰时 ３００万元桙吨 ，下跌
到目前只有 ２０万元桙吨左右 ，LED蓝宝石衬底产品售价从
４０美元跌到当前的 ８美元 。部分民营企业家甚至认为民
营企业发展的黄金高峰期已经过了 。在当涂博望 ，机械制
造企业虽然没有秦栏企业的外向依存度高 ，外贸销售只占
本地产品销售的 １０％ 左右 ，但由于本地企业产品多是与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度相关 ，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对本地
企业产生影响巨大 。 ２０１２年 １ －９月工业的产值虽然有所
增加 ，增长率为 １２ ．４１％ ，但企业的库存情况严重 ，９月份的
实际产值已经开始环比下降 ０ ．５５％ ，前九个月税收更是同
比下降 ２５ ．４９％ （国税） ，在反映企业开工生产情况的用电量
方面 ，前九个月也是下降 ９ ．７９％

［１］据博望企业办耿主任的
调查 ，２０１２年本地的冶金锻造产出下降超过 ２０％ ，机床销
售更是困难 ，年内本地可见关门的企业就有超过 ５％ ，另有
部分企业也是在保本甚至亏损生产 ，等待市场转机 。

（二）融资渠道少 ，资金链愈加紧张 。资金紧张是我
们本次调研中民营企业集中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 。随
着外部危机的延伸 ，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融资环境变得
更加恶劣 ，一方面是产品销售不畅 ，资金回笼慢 ，从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更加困难 ，成本也更高 ；另一方面是
企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新项目的投资对资金的
需求加大 。同时 ，面对危机 ，政府的税收增幅收窄 ，甚至
出现负增长 ，这使得政府对企业的减税空间变小 。在天
长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 ，政府通过城投 、担保 、小额贷款公司
等融资平台 ，从各金融机构获得新增贷款 １６ ．３亿元 ，但
这与需求之间仍然是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该地的远东集
团一家企业的投资需求资金就达到 ８０亿元 。在博望 ，

企业融资渠道更窄 。由于规模小 ，难以通过股权进行融
资 ，而在债务融资方面 ，由于企业缺乏核心资产用于对
银行的融资抵押 ，获批的难度也在加大 ，例如在该地现
有 ６０００多亩的企业用地中 ，有证可抵押的不到 １０００亩 。

（三）实体企业利润越来越低 。规模小和利润低是
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大显著特点 ，也成为制
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两大瓶颈 ，这一点在秦栏和博望两地
的民营企业发展中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在秦栏
２０００多家电子类企业中年销售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只有
１００多家 ，仅占企业总数的５％ ；在博望 ，现有制造实体企
业近 ７００家 ，但销售超过 ２０００万元的仅有 ６８家 。在规
模小的同时 ，由于同质化的情况突出 ，恶性竞争使得大
路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企业的用工成本和财务费用却
在不断走高 。现阶段在秦栏一般的工人月薪都在 １４００

－２５００元 ，这还不包括老板要提供吃住和缴纳有关的保
险费用 ；在博望由于用工紧张 ，工人的工资甚至达到了
３０００元桙月左右 ，这已经超过马鞍山市内的工资水准 。

在融资成本方面 ，由于银行的强势 ，银行对民营企业的
贷款普遍采取上浮到顶的措施 ，即基准利率上浮 ３０％ ，

只对少部分资金回笼快的企业上浮 ２０％ ，如果再加上银
行贷款中的各种附加条件 ，使得民营企业即使从银行正

规渠道获得的贷款成本也已经达到了 １０％ 以上 ，而非正
规渠道的融资成本普遍在 １５％ － ２５％ 。据当地的知情
人士介绍企业的年利润也就在 １５％ 左右 ，如果负债率在
再稍高点 ，企业基本就在为银行打工了 。

（四）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困境 。政府与专家均认为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一剂良
方 ，然在现实的调研中我们发现 ，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
调整面临着这样的三重困境 。困境一 ，对转型升级的时
机把握不好 ；困境二 ，完成转型升级的资金不足 ；困境
三 ，即使转型成功 ，很多企业家对新行业企业驾驭能力
有限 。这三重困境以致民营企业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乱
转型是找死 ，不转型是等死” 。

（五）优秀人才缺乏对企业发展的制约 。随着企业
的发展 ，人才对企业发展的制约是显得越来越明显 。通
过对秦栏和博望两地的调研 ，我们发现 ，在民营企业的
发展中 ，他们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基本都已跨过了第一阶
段 ，即企业家的单打独斗阶段 。此阶段的民营企业发展
更多依赖民营企业家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个人对市场
的把握 ，由于受到外界的干扰小 ，决策链短 ，加之市场刚
处于待开发的阶段 ，民营企业往往都是有着较快的发
展 ，正如天长陈总所言 ：是做什么都赚钱 。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张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增加 ，民营企业产品需要
升级 ，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拓 ，企业管理需要规范化 ，企业
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各种人才的竞争上 ，如技术 、管理
等等 。而民营企业因各种原因在引进人才 ，留住人才等
方面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直接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

三 、民营企业困境的因素分析
民营企业在外部危机环境下所遭遇的种种困境 ，受

到了多方面的关注 。课题组结合实际调查情况 ，认为造
成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

（一）外部因素分析
１ ．国外市场疲软 ，国内需求不足
秦栏电子产业群和博望机械制造产业群是我省两

个较为典型的产业群 ，秦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而博望
是以内销经济为主 。 ２００８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 ，国外的
政治 、经济等问题日渐突出 ，发展速度也在放缓 ，同时 ，

很多国家也采取措施加大对本国产品的采购 ；在价格
上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跌 ，出
口已无利可图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秦栏作为配套生产的
出口 。博望从家用刃具到工程机械主要是走内销之路 。

近年来 ，由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放缓 ，房地产市场受
到打压 ，国内需求不足 ；同时 ，由于产品科技含量低 ，出
口份额较少 ，使得博望的产品销售急剧下滑 。

２ ．融资市场不规范 ，实体经济资金恶性循环
随着外部危机的延伸 ，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融资环境

变得更加紧张 。一方面 ，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有意愿融
资给民营企业 ，尤其是给小微企业的少 ；另一方面 ，为数不
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政策压力或盈利的动机愿意贷
款给民营企业 ，其贷款条件之苛刻 ，成本之高 ，亦是很多企
业望而却步的 。国家基准利率不高 ，但给予了银行等金融
机构上浮 ３０％ 的权限 ，民营企业融资多都是在基准利率上
上浮 ３０％ 的基本上 ，还要承担若干的非账面费用 ，如担保
公司的担保费 、中介公司的中介费 、人情关系费等等 ，其综
合成本会达到 １６％ — ２０％ ，另外 ，部分民营企业一时周转不
灵还会借民间贷款 ，成本只会更高 。由于民营企业多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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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品生产企业 ，本小利薄 ，稍有不慎 ，根本就无力偿还本
息 ，只能进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有一部分就不
得不走破产之路 。

３ ．政府扶持力度不足 ，企业创新与转型升级举步维艰
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 、资金等的大力支

持 。虽然国家及省委 、省政府均出台了一些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 ，但很多政策落实率不高 ，这与政策
的扶持力度 、政策与措施的效用有很大关系 。袁红林
（２０１０）通过对中小企业政策的因子分析 ，发现信息与中
介 、政府职能转变 、融资支持 、政府政策理念对中小企业
的成长环境起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同时 ，通过实证研究
也发现 ，政策扶持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

［２］我省的民
营企业 ，尤其是集聚特征明显的地方民营企业 ，其产生
背景不同 ，地域文化有别 ，产业链的构成有异 ，采用“一
刀切”的政策与措施势必很难发挥效用 。

企业创新与转型升级是民营企业转变增长方式 ，增
强企业活力的必然选择 。然民营企业 ，尤其是小微企业
在理念上 、能力上都缺乏自我完成的可能 ，必须借助外
力的引导 ，扶持才可以达到 。在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更
应由政府建立服务于民营企业的公共平台 ，优化产业
链 ，扩大区域产品的差异化 ，提高利润空间 。

４ ．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 ，挤占了民营企业仅有的
利润空间
一直以来 ，人力资源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逐步出现 ，民工荒致使
民营企业开工不足 ，工资高致使产品的成本不断上升 ，

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渐渐失去了优势 。

同时 ，其他要素的价格也不断上升 ，而产品的价格由于
竞争激烈 ，同质低端 ，不能弹性上涨 ，民营企业的利润只
能是越来越低 ，甚至保本运行都很困难 。

（二）内部因素
１ ．民营企业不能正确认识和选择内部治理模式
民营企业管理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企

业家的个人或家庭经营阶段 ，在这个阶段企业的发展主
要依靠企业家对产品的熟识程度 ，对机遇的把握 。由于
企业规模小 ，决策链短 ，市场竞争不是很激烈 ，企业通常
会在此阶段有着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家族管理阶
段 ，在这个阶段企业规模扩大 ，市场竞争有所增加 ，企业
家较多引进家族人员（或亲戚）参与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层级增加 ，企业家的管理控制能力相对减弱 ，企业管理
的效率有所降低 。第三阶段是引进职业经理人管理阶
段 ，随着民营企业不断发展 ，企业多元化经营或企业转
型升级等原因 ，企业家认识到专业管理人才的重要性 ，

会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这三个阶段在企业
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很多民营企
业对企业所处阶段及采取何种方式治理企业不是很理
性 。要么过于强调企业家自身的“超能力” ，要么过于强
调的家族治理的“超信任” ，忽视了家族企业要“长大” ，

就必须从封闭式治理模式 ，走向开放式的治理模式［３］
。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很多民营企业“长不大” ，或害怕“长
大” ，这与企业对内部治理的认识不足和选择有着莫大
的关联 。朱伟和唐国琼（２００８）根据关键利益者和关键
性资源公司治理理论 ，指出创业阶段应采取典型的家族
治理模式 ，在成长阶段则采取部分关键的非家族成员参

与的家族治理模式 ，在成熟阶段则采取家族治理和法人
主导相结合的治理模式［４］

。

２ ．产品同质化程度高 ，附加值含量低
民营企业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间的同质

化程度高 ，产品附加值低 。本次调研为例 ，号称中国电子产
业名镇的秦栏镇 ，年电子产品出口在全省率先突破亿美元
大关 ，但该镇电子产品的出口对广东的下游企业有着严重
的依赖 ，该镇目前有出口自营权的企业 ５００多家 ，但能够形
成实体出口的不足三分之一 ；在博望 ，１００多家同质化的机
床企业中 ，主打产品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剪板机和折弯机 ，

而据我们所了解就是普通产品中 ，也还有 ３０％ 的核心部件
是通过进口来满足的 ，企业能够获得的收益极低 。一旦市
场行情出现疲软 ，拼价格保市场而导致利润下降的幅度就
更快 ，这与民营企业产品低端化 ，附加值含量低有着极大的
关联 。也正如此 ，很多民营企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没有
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 、创新 ，也没有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实
力 ，也就是企业自身很难有能力由低附加值的生产迈向高
附加值的创造 。

３ ．民营企业人才难求 ，人才难留 。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以罗默（Paul M ．

Romer ） 、卢卡斯（Rober E ．Lucas）和斯托奇（N ．L ．Stokey
）为代表的新增长经济理论学家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人力资本是企业所拥有的专门知
识和技能的承担者 ，企业的各种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人力
资本的开发及现状［５］

。民营企业 ，尤其是位于城镇化发
展不足的产业集群区域的民营企业 ，人力资本状况已严
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就其原因 ：一是民营企业规
模小 ，薪酬不高 ，发展前景堪忧 ，难以招聘到高素质人
才 ，这直接导致企业学历层次低 ，专业技术人员紧缺 ，管
理人员素质不高 ；二是即使高薪聘请到了人才 ，人才流
失也掣肘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由于“业主集权制现象明
显 ，用人排他性”

［６］
，“缺乏职业生涯规划 ，员工没有发展

平台 ，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缺乏企业文化建设规划”
［７］

，

城镇化建设不配套 ，缺乏理想便捷的生活服务 ，民营企
业也是“人才难留” 。以博望机械产业群为例 ，由于现代
生活设施配套的不足 ，导致一些高层次人才不得不工作
在博望生活在马鞍山 ，这种现象若不能及时解决 ，势必
导致企业人才的离职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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