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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在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
尤其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成倍高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占全国GDP的比重已超
过1／3，加上外商投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已超过1／2以上。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创造500万～6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
的3／4以上。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据统计，加上外商投资企业，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全国税收的1／3以上。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市县的经济主体力量已经是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对地区经
济增长贡献很大，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非公有制经济。
　　当然，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问题主要表现在：在市场准入、法律法规、财政金融、社会服务等方面
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等；内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多数企业集中在低技术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企
业平均规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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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在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
尤其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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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演进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斥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及政策演进历程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一、在产业结构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二、
在行业分布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三、在组织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中
涌现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四、在地区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在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五、从区域
特点看，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六、在企业制度方面，非公有制企业的法人治理
结构日益健全完善七、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素质日趋提高第三章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
要问题一、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解放和统二、法律法规不完善，清理、修订和补充的任务还很艰巨三
、市场准入限制多，政策待遇不平等四、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企业融资渠道缺失五、政府管理方式和
手段还不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六、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面向小企业的公共服务产品缺乏
七、非公有制企业自身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第四章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一、完善法制环境
，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二、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落实平等的待遇政策三、加
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四、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五、积极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六、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五章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源优势与非
公有制企业发展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从多方面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资源优势二、国际金融组织
的资源优势三、不同类型非公有制企业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源的现实需要四、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
发挥资源优势，推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六章 国际金融公司对民营部门投资概述一、对国际金融
公司的介绍二、国际金融公司协定三、国际金融公司的业务程序四、国际金融公司与中国五、促进国
际先进经验的传播六、国际金融公司在华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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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
式。
这一系列论述，提高了非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使它们与国有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地位，标
志着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
基础，为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和空间。
　　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这种对非公有资本“非禁即人”的新思路，在党的文件里面还是第一次。
这一政策的实施，将使很多行业加快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开放，并且对加快我国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
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制度性障碍。
　　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
待遇。
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待遇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市场准人上，还体现在实际经营中，在土地征用等方面都
没有能够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待遇，成为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束缚所在。
不仅如此，还针对现实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政策，规定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享受“同
等待遇”，强调对非公有制企业既要改进监管，又要改进服务。
　　3．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了
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增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表述。
　　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党的十六大关于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鼓励、支持、引导，又依法监督、管理的
基本精神；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际情况，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
”这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
生产资料；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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