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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编。
第一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研究非公经济的基本理论，包括非
公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民营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等问题。
第二编“发展具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点的非公经济”，主要研究上海非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怎样发
展符合上海特点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非公经济。
第三编“新形势下民营经济园区和非公企业发展的转型”，主要研究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
问题，包括在新形势下民营经济园区转型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以及为此必须采取的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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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非公有制经济
　一、“民营经济”范畴的内涵与外延
　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三、当代中国三次最重大的制度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四、关于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几个理论问题
　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促进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六、改革开放30年我国所有制的结构性变迁
　七、民营方式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
　八、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多元双重性特征及阶级阶层分析法
　九、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及其可塑性
　十、正确认识与协调民营企业家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关系
　十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及对策
　十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
　十三、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
第二编　发展具有现代国际大都市特点的非公有制经济
　一、改革开放30年与上海民营经济
　二、上海非公有制经济30年及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关于“十一五”期间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四、加快发展具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点的上海非公经济
　五、民营经济在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作用与途径
　六、民营经济在上海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生力军作用
　七、加快上海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发展的对策
　八、上海私营企业市场准入状况的调研报告
　九、新形势下上海民营企业“走出去”研究
　十、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背景下上海民营经济综合状况分析
　十一、加快上海郊区私营经济发展
　十二、混合所有制经济：上海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十三、上海非公经济30年来的税费变化及其面临的问题
　十四、“大世博”与加快非公经济发展
　十五、破解小企业融资难“瓶颈”的根本途径
第三编　新形势下经济园区和非公企业的发展转型
　一、上海民营企业转型提升的实践及对策
　二、上海希望经济城17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三、上海富民模式和富民经济园区的创新发展
　四、上海新城经济区17年发展与转型
　五、民营企业园区的企业集群效应及对策
　六、把握机遇，推动宝山经济发展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七、转型企业变革模式与民营企业的管理创新
　八、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个问题
　九、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探讨
　十、积极建设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朱家角镇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调查
　十一、朱家角镇促进就业拓展劳动岗位的调查报告
　十二、私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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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与创新
　十四、民营企业文化管理中和谐的缺失与建构
　十五、有效提高上海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十六、科技创新是上海企业家竞争力的根本
　十七、长三角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现状与对策
　十八、上海、江苏、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比较研究
　十九、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特征与问题
　二十、金融危机背景下浙江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
　二十一、求解“后危机时代”民营企业的出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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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关于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几个理论问题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这是一个科学概括。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值得引起注意。
一种是北京有位权威人士提出，应当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①另一种是有人认
为改革过了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扩大，中国正面临着“私有化、西化、分化还有腐化的危险”
。
②与这种观点相联系的有四个问题要回答：①要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
②要不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
③要不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④要不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公私经济的最优比例关系？
　　先看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当然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有三条理由：一是这一科学概括是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结的主要经验，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主要成果。
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公有
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这一科学概括已载入国家宪法。
1999年3月全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草案的形式把这一成果载入了宪法。
三是这一科学概括已成为历史现实，中国已实实在在成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国家。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四是这一科学概括从哲学意义上讲也是正确的，事物的“主体”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在存在多种经济
成分的社会里作为“主体”的那种经济成分是决定社会性质的。
可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以改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怎么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又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
，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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