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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杭州市，2010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实现销售产值5817． 

19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51．7％。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尽管民营经济在发展中成绩喜人，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民营经济总 

体素质较低，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管理滞后等。本文通过分析，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提出了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及建议，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及管理，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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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紧紧围绕民营经济大发展这个主题，解放 

思想，与时俱进，推动了民营经济在全国领先发展，使之成为一张品牌。杭卅l市 

民营企业的数量、从业人员、实收资本和营业收人4项指标，均列全省第一， 

近年来杭州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目前，杭州非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占 

全市的9O％，个体私营经济对全市GDP的贡献率已达42％，个体私营和股份 

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将近80％，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13．85％的私营企业，吸纳社会劳动力占全部企业法人吸纳劳动力的37％。但 
是，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可避免。笔者通过对抗州市的民营经济发 

展情况的调研分析，结合自己工作实际，提出了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民营经济发展取得新的进展 

1．1民营工业生产大跨越 

2010年，随着全市工业生产的整体复苏，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实现销售 

产值5817．19亿元，比上年增长25．9％，增幅比上年提高23．3个百分点，占规 

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达5I．7％，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1．2 民营创新能力凸显 

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新产品产值1048．24亿元，同比 

增长49．7％，占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的比重达48．1％，较上年提高3．5个 

百分点。 

1．3 民营销售、投资保持平稳增长 

2010年，全市民营贸易实现商品销售额8456．87亿元．同比增长28．4％，占 

全市商品销售额比重为72．6％，较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全社会民营固定资 

产投资额完成 1468．06亿元．同比增长21．6％．增幅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增幅1．5个百分点，民营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53．3％，较上年提高0．6个 

百分点。 

1．4民营经济财政比重进一步提升 

2010年．民营经济财政收入达468．51亿元，比上年增长25．3％，增幅高于 

全市财政收入增幅3．1个百分点，占全市财政收入比重达37．6％，较上年提高 

0．9个百分点。 

2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目前全市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已较为完善，但是，一些亟待解决 

的矛盾和问题仍存在。除资源要素紧张和原材料涨价外．影响杭州民营经济进 
一 步提升的主要问题如下： 

1、精神状态制约。企业家精神缺损。部分业主安于现状，奋斗精神衰退， 

自主创业和创新的动力有所弱化。 

2、总体素质制约。民营经济总体素质较低，民营企业规模小，档次低。 
3、组织制度制约。缺乏人才储备的家族制企业已呈现出不适应性。 

4、产业，产品结构制约。 

5，管理滞后制约。政府和理论界对民营经济调控等问题系统研究和解决 

不够。 

6、引外拓外制约。以民引外民外合壁虽然初见成效，但属刚刚破题。 

7、负面影响制约。私有经济的负面作用开始出现，约束力度加大，经济高 

速增长阻力增加。 
3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对策建议 

3．1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加大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和地方政府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 

力度，进一步清理和废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制定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 

措施。在市场准入，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 

作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实行同等待遇。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 

内民营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鼓励民营企业上规模上 

档次，向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为其搭建做大做强的平台。 

3．2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 

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从民营经济特点出发．开展金融产品创新，提高对 

民营企业的贷款比重。在优质民营企业中积极培育上市公司的后备资源，有重 
点地组织民营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发行债券和各种风险投资。鼓励银行加大 

对民营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推进担保机构支持小企业贷款。 

3．3强化公共服务．构建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 

全面推进创业辅导、员工培训、信息服务和中介服务等社会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建立定期走访企业、定点联系企业制度，不断改善和创新对民营企业 

的服务 筹建一批共性技术服务中心。落实各项政策倾斜，优化资源配置。 

3．4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民营经济增长方式 

引导民营企业向专业化、集约化、高端化、精细化．品牌化、信息化，国 

际化的方向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节地 

等活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面向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鼓励 
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力争在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加 

快推进外贸主体多元化，对民营企业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实行备案制。进一步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引导企业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以优质品牌占领国 

际市场。 

3．5依法行政．加强对民营企业指导和监管 

加强对民营企业执行劳动合同、工资报酬 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法规 

政策的监察。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搞好劳动仲裁。加强对各类收费的监督 

检查，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摊派行为。严格执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 

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民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不得 

非法改变民营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的行 

政复议，政府部 门必须及时受理，公平对待，限时答复。 

3．6强化培训教育．构建学习机制 

要启动学习系统工程，构建学习机制。这一工程包括政府学习工程和民营 

企业学习工程。政府学习工程包括各级政府要从世界各国的制度选择、管理 

理论和浙江民众的创新实践=方面学习管理民营经济的制度知识，实现制度创 
新。 

通过专业培训给众多民营企业以智力支持，使企业主从经验型转变为理论 

型、从模仿型转变为创新型、从国内型转变为国际型、从实物管理型转变为 

信息管理型、从单纯经济型转变为经济文化型，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应对能 

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使雇工的文化，法律、技术素质以及相 

应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现有大量业主的学习存在盲目性，表现在不顾企 

业实际盲目崇拜名人名校，投人大而实效小。对此政府要建立专门的机构统一 

负责民营企业家和员工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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