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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 国现阶段私营经 济的适度发 展
任 希 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党在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
,

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

展状况出发
,

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

发展

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
,

私营 经 济 得 以重新

恢复
,

并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十多年来的实践

证明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私营经济的存在

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

它对于发展社会生

产
、

方便人 民生活
、

扩大劳动就业等具有重

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

同时
,

也具有一定的

消极作用
。

因此
,

我们既要允许和鼓励私营

经济的发展
,

又不能使其 自由泛滥
、

无限发

展
,

而必须使之做到适度发展
。

一
、

我国现阶段私曹经济发展的适度性

及其原到

一 私营经 济发展的适度性
“

适度
”

状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

生活中都是客观存在的
。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

发展都具有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 度是

客观事物为保持本身所 具 有 的 质和量的限

度
、

幅度和范围
。

私营经济的发展的适度性

是指私营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

中
,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
、

各地区保持最佳定

量和最优比例关系
,

使其不仅能够充分吸收

和有效利用社会闲置资源
,

实现资源的合理

配置
,

而且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保持最大限度

的活力和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
,

以促进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

发挥其对社会 主 义 经 济的

补充作用
。

私营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仅涉及到

国民经济的全局发展问题
,

而且还涉及到国

民经济各部门
、

各地区的发展问题 不仅有

众的要求
,

而且也有质的规定
,

是质和量的

, 吞名 ,

统一
。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私营经济的适度发

展还可能存在另外两种状态 一是私营经济

发展不足
,

二是私营经济发展过度
。

私营经

济发展不足
,

是指私营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

中
,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
、

各地区尚未达到最

佳定量和最优比例
,

社会闲置资源没有得到

充分利用
,

社会资源配置没有达 到 最 佳 状

态
,

有些行业实行私营经济可以具有更大的

活力
,

而却实行了公有制经济或其他经济形

式
,

从而使私营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私营经 济 发 展 过

度
,

是指私营经济的发展超过 了最佳状态
,

有些行业不应实行和不便实行私营经济
,

而

却实行了私营经济
,

从而使私营经济的发展

由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为阻碍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

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抗衡力量
,

以至从全国范围内危及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的主体地位
。

必须指出
,

我国现阶段私营

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但无论从规

模上
,

还是在作用上都是比较小的
,

不能说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过头了
。

目前
,

我国仍

然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压力 在广大农村和边

远地区
,

经济落后
、

公有制经济力量薄弱
,

许多事业有待开发
,

很多闲置资 源 有 待 利

用 社会闲置资源尚未实现合理配置 即使

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

也有许多社会生

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干而没人干的事情
,

大量

资源闲置
,

私营经济还有相当大 的 发 展 潜

力
。

这说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私

营经济仍然存在着发展的趋势
。

因此
,

当前

提出私营绎济的适度发展 其着眼点在于允



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
,

而不是要限制私

营经济的发展
,

更不是要取消私营经济
。

二 确 定私营经 济适度 发展的原则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更长的时

期内
,

预期私营经济都将存在并得到发展
。

间题的关键是要掌握私营经济发 展 的 适 合

度
,

商要掌握这个
“

度
” ,

必须确定私营经济

适度发展的原则
。

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
,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

主体地位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公有制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但是
,

由

于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

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且又不平衡
,

就

整个社会来说
,

还不能建立
“

清一色
”

的社

会主义所有制
。

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
,

还需

要有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等经济成分同时并

存
,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

既然

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
,

就有一个所有制

形式的合理配置问题
。

我们允许和鼓励私营

经济的适度发展
,

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
。

首先
,

坚持公有

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既包括社会主 义 国 有 经

济
,

又包括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其他公有制

经济形式
。

其中
,

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居于主导地位
。

因为它与高度现代化
,

社

会化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
。

它不仅掌握

着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
,

而且对其他经济形

式具有导向能力
。

对于保证国民经济持续
、

稳

定
、

协调发展
,

对于保证私营经济等经济形式

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其次
,

坚持公有制

经济的主体地位既有质的规定性
,

又有量的

规定性
。

从质的规定性上说
,

它必须掌握关

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部门
,

有足够的能力控

制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向
,

并通过与其他经济

形式的经济联系
,

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和带动
、

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
、

,

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 ’

从量的规定性上说
,

公有制经济在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 要害部门中必须占有

绝对优势和较大比重 , 而不一定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非要 占较大份额不可
。

如果公有制经

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要害部门中不占

绝对优势
,

而却集中在附加值较高的加工工

业或其他一般行业
,

其比重再高
,

甚至达到

肠以上
,

也不能说是坚持了公有制经济的

主体地位
。

相反
,

如果公有制经济控制了国

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要害部门
,

其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低一些
,

甚至低于 肠
,

也不会

丧失其主体地位
。

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数量上

只能限定在公有制经济 占主体地位的既定范

围之下
。

最后
,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是就全国范 围来讲的
,

而不是在 所 有 的 地

区
、

行业
、

部门中都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

体
,

并且都要规定一个统一的
、

固定不变的

比例
,

而应该在
“

不 同的经济领域
、

不 同的

地区
,

各种所有制经济所 占的比重应当允许

有所不 同
” 。

①总之
,

在宏观上确定私营经

济发展的适合度时
,

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

主体地位
,

使之处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从属地

位
,

起补充作用
,

而不能本末倒置
,

使私营

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
。

第二
,

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

历史唯物

主义认为
,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

最终决定力量
,

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 永 恒 主

题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更应该把发展生

产力放在突出地位
。

因此
,

是否适应生产力

的要求
,

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是我们评

价一切经济活动的客观尺度和根本标准
。

在

确定私营经济的适度发展时
,

也必须坚持生

产力标准的原则
。

坚持生产力标准
,

就是要

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基本出发点
,

’

来

确定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
、

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
。

并以此来检验私营经济的发展规

模和 比重是否合理
、

适度
,

从而保证私营经

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和 对社会主

义经济的补充作用
。

同时 、 我们还要反对那

种借口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而去排

挤
、

限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私营经济

也要反对那种借 口 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

。

万



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

而使私营经济

无限度地发展
,

甚至削弱和动摇公有制经济
的主体地位的主张和行为

。
‘

一
二

、

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在全国范围
一

内

的适度发展问题

在全倒范围内确定私营经济 的 适 度 发

展
,

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

又是一 个 政 策 问

题
,

同时也是一件十分复杂和 困难的事情
。

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可资直接借鉴的经验
,

一些统计数据也不完备
。

这里试图通过分析

西方发达 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我国

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来探讨我

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和 比重
,

一 西 方发达 国 家国有经 济的发展状

况
。

西方发达 国家的国有经济主要包括国家

占有的生产资料
、

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
。

在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

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就

占有部分铁路
、

港 口
、

矿山
、

土地和兵工厂

等行业和部门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

资本主

义国有经济大多在战争和经济危机时期发展

较快
,

一旦战争结束和经济危机过去
,

国有

经济就大大收缩
。

战后以来
,

西方发达国家

的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具有较大社会效益
、

而微观经济效益较低
、

甚至不盈利的部门和

行业
,

这些部门和行业直接影响和制约一国

经济的发展
,

直接或间接地发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当然
,

它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起主导

作用
,

而只起服务
、

补充的作用
。

二 尽管如此
,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的

净产值
、

就业 比重和 固定资本投资比重都不

高
。

详见下列各表
、

衰 非金融国营企业净产值占国内净产
值的比 肠

表之 非金融国营企业在固定资本形成中
的比孟 肠 “

别 一 此重 国 比重

英国 ” 一

意大利 一
日本 一

联邦德国 一 ⋯
法国 一 。

美国

加拿大 一 一

奥地利 一

习廿么日川刊刁创叮一匀人曰﹄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 《国有企业 的管理 》
,

华盛 顿
,

年
,

第 页整理
。

表 。年非金融国营企业在非农业和

公共部门中的就业比盆 肠

在在非农农
业业 中中

阶
国国英美

大艺一在嘟一味﹄

加 拿 大

联邦德 毛
一

意 大 不以

日 本

澳大利亚

, , 翻 声‘鞠 二 二 ‘ 召后 口 刀 司 门峨‘ 含二 ‘ ‘ 一‘ 盔 卜 ‘二 口留 肠
曰 ‘‘ 阳 口自

二

国
一 一

—
一一一

另” 七匕里

沮污

鱿
护 扣‘ 叮

法国

利 全 子 一
‘一寸

契国 之 二
‘

‘。

联郑德国

澳大利亚 招

意 大 利 盯
气工不净气 , , , 巴, 布

盯 , , 、 , ,, 网 , 甲 叮 闷 钾

资料来源
厂

根据老界银行并《国有企业 的管理万
,

只拭
‘ ,

二 三二华裘硕 , 邸务
,

第只页整理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国有 企业 的管 理 》
,

誉
盛 顿

,

年
,

第 页
。 ‘

·

表
一

, 未包括金融业 故比重偏低 从净产

值看
,

法国比重最高
,

英国
、

联邦德国
、

食
大利的比重均低于“ 从表多可见

,

在笋
计年内

,

国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相对较高
,

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超过 肠
,

表 说

明
,

·

非农业中就业 比重除英国外 都不 超 过

乡 即使是在公共部门 中
,

比重也在 吸
左右

。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部分国有

经济
, “

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的
”

②

从上述西方发达 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状

况看
,

在生产社会化
、

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西

方国家中
,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
了

比重一

般不超过
。

厂 于
、

我 国八士手作生产 资料所布创精
构的雾化

。一

掌的十一届三史全台以来二通过
对劝多年来套生产李料所弃制绮构方面经肆
教训的总结 ,’从簿国的琴本国债出发红 梦厚
寥僵化的

、

单二的兮有剑精构进行了琴咨蝇
每



度的调整
,

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

了译刻变化
。

二

首先
,

从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产值来看这

厂变化 详见表

万 花璐 一 叨年 。年间各种经济类型
’

之从 兰一 土业产值及其比盆

爪 年二
·

“ ’

份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习。公有工业

工绝对额 亿元
六

一 蛇。年

协 。年

比重 肠

二 。年

年

。

宁资料来源 根据郊振英等 《关于我 国所有制结

构的 几 个问题 》计算整理
,

《经济研

究 》一 年第 期
。

一 表 表明 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

量在增长
,

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却迅速

下降
,

年间下降了 个百分点
,

平均每

年下降 个百分点
。

集体经济的工

业产值和 比重都在增加
,

年间上升了

全百分点
,

平均每年上升 个 百 分点
。

飞 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业产值量在迅速增

加
,

‘

比重也在大幅度上升
,

年间上升了

个百分点
,

平均每年上升近 个百分点
。

其

中
,

私营经济从无到有
,

注册私营经济的产

值 卯年约达工业总产值的 肠
。

厂 其次
,

从第三产业各种所有制的比例来

看这一变化
。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了交通
、

邮

电
、

金融
、

公用事业等国有成分 较 高 的 行

业
,

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较高
。

年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三者的
·

比例为
,

年变为

邻
, 。

⑧

⋯, 一

最后
,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来看这一
一

变化 经过初步计算 、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

、

国有经挤
一

、

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三者
一

的

比例了
,

由 年的 ‘ , ‘ 、

变为 只

年的灯
‘ 。

公有制经济与 非 公

有制经济的比例
,

由 年的
“

变

为 年的。
。

④

上述变化
,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依据生产

力的发展状况
,

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和调

整中所发生的变化
,

基本上是正常的
。

如果

不进行改革调整
,

那种僵化的
、

单一的所有

制结构势必继续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

多年

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
,

这种调整促进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搞活了经济
,

各种经济

类型的工业产值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其

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更快
。

这些变化 以铁

的事实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只有在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

允许包

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

才有

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

推动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也说明了国有经济

缺乏活力
,

效率低下
。二必须深化改革

,

努力
提高国有经济的自身素质

。
·

并通过参与市场

竞争使国有经济从一部分不适合其发展的行

业和部门中退出
。

非公有制经济增长幅度如

此之大
,

也基本上是正常的
,

担也有非正常因

素
。

必须加强 引导
,

完善管理
,

促其健康地

发展
。

二
’

护

三 对 。。。年我 国私营经 济发展规模和

比重 的推刚
。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

发展状况和我国 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的变化
,

对 年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
和 比重作出如下趋势推测

。

首先
,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从根本

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生产力的对抗性

矛盾
,

更有可能根据生产力的要求 自觉地确

定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合理规模
、

恰当比

例
。

其次
,

我们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

我国

还处于实现工业化阶段
。

由于经挤落后
,

工业

基础薄弱
、

资源短缺
、

资金相对不足石 为了尽

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 目标 ,, 必须技
照社会整体利益去合理配置资源

,

加强基础

产业
、 、

基本工鱼班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
。

最

一 、



后
,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
,

国有

经济的地位
、

作用也不同
。

我们不仅要保障

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

裕要
,

而且还承担着维护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稳定
、

协调发展的重要职 能
,

等 等 因

此
,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应该高于

西方发达国家
。

当然
,

根据我国现阶段生产

力的性质和技术发展水平
,

以及我 国的历史

经验教训
,

无论如何不要求实行全面的国有

化
,

也不要求象在传统体制下那样 肠以上

的工业企业实行国有经济
,

但也不能低于西

方发达 国家 肠的比重
。

再从 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 的 深 刻 变

化
、

发展趋势以及当前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

势头来看
,

可以预期本世纪末
,

我国的所有

制结构将会有更深刻的变化 假定到本世纪

末各种经济成分的相对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不

变
,

根据 一一 。年 年间各种经济类

型工业产值及其比重的变化
,

并随着国有企

业的进一步改革
,

有些中小型企业将会转变

为集体企业
,

甚至转变为非公有制企业
。

因

此
,

我国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上限

不会超过 肠
。

可能在 一 之间选择
,

。肠为适中水平
。

这样的推测 已为我 国有些

省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佐证
。

例如
,

江苏省

” 年国有企业产值占全省工业 总 产 值 的

肠
。

⑥在我 国除了国有经济外
,

还有相

当一部分集体经济和其他公有制经济形式
。

这一部分工业产值 年 占整个工业产值的

肠
,

经过 多年的发展
,

其比 重 上 升 到

” 年的 帕
。

其中有一部分 是 名 为 集

体企业
,

实为个体或私营企业
。

据统计
,

乡

镇集体工业企业中有 肠的产值属于这种情

况
。

⑧如考虑到这些因素和 它还 会 继 续发

展
,

到 。。年
,

其比重约 占 肠
。

这 就 是

说
,

到 。。。年国有经济
、

集体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工业三者之间的比例预期为 。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私营经济的比重上限

,

不会超过 帕
。

因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还包
括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

。

我国目前私营企业

产值约 占全国工 业 总 产 值 的 肠 包 括
“

挂靠
”

在 乡 镇 集 体企业的部分
。

再假

定今后 年私营经济产值每年增加
。

个 百

分点
,

到 年即可发展到 占全国工业总产

值 肠以上的比重
。

这就是说
,

私营经济的

比重下限不会低于 肠
。

这样的规模和比重

是比较现实的
,

也是可行的
。

私营经济即使

发展到这样的比重
,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仍

然处于从属地位
,

而绝不会削弱和动摇社会

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三
、

推动私营经济适度发展必须搞清的

几个理论问题
。

第一
、

不能把社会主 义和 资本主 义抽 象

地时立 起来

毫无疑问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

不 同的社会制度
。

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
,

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

私有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

但是仅仅看到这种对立

是不够的
,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还有继承的

关系
。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

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

它不仅要把资本主义所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
,

还要学习资本

主义管理社会化大生产
、

发展商品经济的企

业组织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某些具体制度
、

先

进方法和管理经验
。

否则就不可能达到消灭

私有制的目的
。

但是
,

长期以 来
,

人 们 受
“

左
”

的思想影响
,

在对待资本 主 义 问 题

上
,

往往 只 看 到 或更多地看到它同社会主

义对立的一面
,

而看不到或很少看到社会主

义 同它还有学习
、

借鉴
、

合作的一面
。

这种

认识上的片面性仍然在影响着社会主义事业

的进步和发展
。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明确说

过
,

决不能不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

把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
。

并针时
当时俄国经济的落后情况

,

指出发展资本生

义
,

特别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

就是发展社



会主义
。

列宁的这些思想
,

对我 国现阶段发

展私营经济来说
,

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

第二
、

在无产阶级专政 条件下
,

私营经

济可 以 成为社会主 义 的
“

帮手
” 。

由于有些同志对现阶段私营经济存在和

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

性质
、

特点认识不清
,

认为私营经济是
“

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
” 。

其实
,

私营经济的重新恢复和 发展有着深刻

的经济根源
,

是由我 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

平和特点决定的
。

列宁根据社会主义在俄国

的初次实践指 出
“

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

极其薄弱的时期
,

怎样才能加速 经 济 发 展

呢 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
” 。

⑦
“

私人

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这丝毫

不是奇谈
,

而是经济上不可辩驳的事实
” 。

⑧

中 国 在 经 济上 比俄国更落后
,

我们决不能

超越历史发展阶段
,

去追求
“

纯而又纯
”

的

社会主义
。

因而
,

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作
“

帮

手
”

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

我 国现阶段的私营经

济是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的环境中存在

和发展的
,

它受公有制
“

普照之光
”

的照耀
,

对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依赖性的特点
。

社会主

义国家能够对私营经济实行管理
、

监督
、

调

控和 引导
,

以保证私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

济的
“

帮手
” ,

这已被我国的实践所充分证

实
。

那种
“

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 复 辟 的 基

础
”

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

在实践上也是有

害的
。

第三
、

发展私营经 济不是要在中国搞 私

有化
。

近年来
,

有些文章在批判私有化时
,

把

发展私营经济同搞私有化联系 在 一 起
。

其

实
,

发展私营经济同搞私有化是完全不 同的

两码事
。 ‘

发展私营经济是以坚持公有制经济

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
,

是为了充分发挥私营

经济对社会主义的补充作用
,

从而更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
,

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社会生

产力
。

实践证明
,

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适

当发展
,

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

而在中国搞

私有化
,

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 会 主 义 制

度
,

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

这既不符合中

国社会济经济发展的规律
,

也违背全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

因此
,

私营经济在我国

的适度发展
,

是完全符合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的
,

也是符合社会

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的
。

阻止其发展
,

消灭

其存在
,

要受到历史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

律的严厉惩罚 对其放纵和不加任何控制的

发展也同样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

唯一可

取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

就是让私营经济

适度发展
。

而要使其适度发展
,

第一
,

必须

有法律保证
,

行政部门必须依法保护其存在

和合法发展 第二
,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首

先要对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
,

在市场上平等

相待
,

一视同仁
。

不得任意剥夺私营经济依靠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第三
,

政府的经济政策倾斜要兼顾国有经济

和私营经济的利益
,

只可适当区别对待
,

不

可扶持一方扼死另一方
,

而要在各方不受损

的条件下重点优惠某一方 第四
,

加强领导

和管理
,

积极引导
。

对私营经济管而不死
,

放而不乱
,

让其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因素充

分发挥作用
,

而对其不利因素予 以提防和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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