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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40 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宏观上从

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微观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0”

到“56789”，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企业，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高速高质发展做出巨大

贡献，但当前面临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新一轮改革开放。 

摘要： 

1、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明晰、激励约束有效，通过价

格与竞争机制创造价值，资源配置效率高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的成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

础，是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主体，完全国有是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

民营企业因产权清晰、激励约束有效，能够真正发挥价格和竞争机制作

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全要素生产率

持续提高的过程。因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国有企业有必要存在，并限

定在特定领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民营企业集中于

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集中于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

争性领域。当前中国亟需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大理论创新和中长期制度

安排，有效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购和低成本的银行融资等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但市场表现却弱于民营企业，例如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资产

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分行业的 ROA 和 ROE均显著低

于私营工业企业。原因有三：一是产权公有导致所有者缺位；二是体制性

因素导致激励约束不足；三是社会公共职责导致负担过重。即弗里德曼提

出的：民营企业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而国

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 

2、过去 40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

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动力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和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3、民营经济在过去 40年中取得了从“0”到“56789”的伟大成就： 

1）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 50%，民营企业是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

献者。1985年，全国工商税收中，全民所有制占比 71.7%，集体所有制占

比 24.1%，个体经济仅占 3.0%；2019 年 1-7月，民营企业税收占比 56.9%。 

2）民间投资占比超 60%，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超 85%，民营企业是投资的

最大推动力。1980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 81.9%，集

体经济占比 5.0%，个体经济占比 13.1%。2019 年 1-7 月，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占比 60.3%，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更达到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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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 75%，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2000-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

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由 2.62、0.80 和 1.53 万件快速上升至 81.70、32.06

和 93.40 万件。2017 年，民营企业专利申请数占比 77.8%，发明专利申请

数占比 77.4%，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 75.8%。 

4）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 80%，增量占比超 100%，民营企业是城镇就

业的最大保障。1978 年城镇就业人数 9514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

体单位分别为 7451 万人和 2048 万人，而个体经济仅有 15 万人，占比

0.16%。2017 年城镇就业人数 42462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占比

53.4%，全部民营企业占比近 80%，增量占比更是超过 100%。 

5）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 95%，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

1978 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只有 15万户，没有私营企业；2017年，个体工

商户增长至 6579.37 万户，私营企业增长至 2726.28万户。2017 年，全

国企业法人单位数为 1809.77万个，民营控股企业占比 97.0%。 

4、当前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显性或隐性的所有制歧视： 

1）思想上仍有些极左言论引发恐慌。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民营经济离

场”、“新公私合营”等荒谬言论却依然能够引发社会广泛争论和民营企业

家恐慌，表明计划经济落后观念尚未完全清除。 

2）政策上民营企业尚未获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对待。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

紧密，享受各种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尤其是部分行业

的行政性垄断。而像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

是对的，但在执行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企受到的冲击更大。 

3）融资上民营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享受政府隐性

担保，预算软约束使其具有大幅举债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也愿意为其提

供充足且廉价的资金支持，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出。近期在金融去杠杆、信

用扩张放缓的背景下，民企融资环境恶化。民营企业贡献了国民经济的

“56789”，却只占用了 40%左右的信贷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完全不匹配。 

当然，需客观承认，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环保

不达标、税收社保缴纳不规范、盲目扩张、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等，要

区分正常的市场出清和政策误伤，促进民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5、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增长潜力巨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

国，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晴雨

表，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民营经济的再松绑，都会迎来民营经济的大

发展。未来民营经济占比将继续上升，助力中国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1）加快国企分类改革，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

准入；2）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3）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险提示：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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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宏观
上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微观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0”
到“56789”，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企业，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高速高质发展做出巨大
贡献，但当前面临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新一轮改革开放。 

1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产权明晰、

激励约束有效，通过价格与竞争机制创造价值，

资源配置效率高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的成功。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
观基础，是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主体，完全国有是计划经济的微观基
础。民营企业因产权清晰、激励约束有效，能够真正发挥价格和竞争机制
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全要素生产
率持续提高的过程。因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国有企业有必要存在，并
限定在特定领域。当前中国亟需推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大理论创新和中长
期制度安排，有效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而非一进一退的竞争
关系。理论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民营企业集中于
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集中于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
争性领域。 

1.1.1 民营企业：一般竞争性领域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民营企业是最好的参与者。并且在适当的制
度安排下，能够兼顾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上述结论可由福利经济学第
一定理和第二定理证得。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竞争性市场的均衡配置结果是帕累托最优。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而要使市场发挥作用，便需要市场中的所有参与个体基于自身目标函数
最大化进行理性决策，相互之间充分竞争。毫无疑问，相较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才是更符合上述设定的市场化竞争主体，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
的微观基础。 

帕累托最优是效率最优，并未涉及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而公平问题
恰恰是市场经济最常被诟病的地方。但事实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是
中性的，市场机制完全能够在实现效率最优的同时兼顾公平。福利经济学
第二定理：任何帕累托最优都能通过竞争性市场的均衡配置予以实现。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进行适当的转移支付以
谋求公平，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则会自发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政府
的良性干预下，市场机制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不必担心民营企业在
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政府需要做的是维护交易公平与秩序，防止企
业合谋与欺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改进监管，优化市场基础设
施，提高市场效率，当好社会的“守夜人”。政府不应当通过国有企业等
非市场化手段下场比赛，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精
神，降低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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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经济当然不可能像理论描述中的这么理想，但在最符合新古典
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一般竞争性领域中，民营企业占主导能够实现与理论
设想的最小偏离，非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扭曲。 

1.1.2 国有企业：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 

现实经济中的某些领域并不满足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前提假设，
“市场失灵”时有发生。在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
域中，国有企业才是最好的参与者。 

像自来水、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领域，前期需要花费大量的固定成
本进行管道、线路等的铺设与维护，但是后期提供相应服务的边际成本却
很低，这类行业难以开展充分竞争，通常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垄断，因
此被称为自然垄断。自然垄断行业存在一个问题：社会最优产量的条件是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是企业的平均成本显著高于边际成本，企业在社会
最优产量处将会面临亏损，因此并没有动力充足供给，而是会选择减少产
量、提高价格、以获取一定利润。供给不足将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政
府需要进行纠正，方法有二：一是对私营企业进行管制，限定价格并提供
一定补贴；二是直接由国有企业进行经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利润最
大化为经营目标。 

另一个面临供给不足问题的领域是公共物品，典型代表有国防、基础
设施、基础科学研究等。公共物品具有两大特征：非竞争性，新增消费的
边际成本为零，产品可被多人共享；非排他性，无法有效排除他人使用，
产品难以收费。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而且难以防止“搭便车”
行为，导致社会需求大，但是生产激励弱，从而市场供给显著低于社会最
优产量，造成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提供，一是
政府向私营企业购买，二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直接供给。 

还有一些领域则超出了经济范畴，涉及政治军事，事关国计民生。新
古典经济学倡导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但在现实中，国家间经常由于冲突
竞争而发生贸易摩擦与军事摩擦，因此军工、能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
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国计民生领域要独立自主，不能
受制于人，因此政府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来实现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
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等宏伟目标。 

自然垄断、公共物品、国计民生等非竞争性领域往往互有重叠，譬如
电力行业属于自然垄断，也涉及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命脉，又如国防是公
共物品，上游的军工行业亦关乎国家安全。在这些非竞争性领域，市场无
法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政府干预以增进社会福利。虽然理论
上自然垄断和公共物品等相关领域可以在政府管制和补贴下由私营企业
生产经营，但是由于信息搜集难度、管制成本、目标冲突等因素的存在，
国有企业可能更具优势。因此在现实中，即使是欧美等高度市场化的西方
发达经济体，国有企业也在某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2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绩效对比 

一般而言，民营企业的效率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下面以工业企业为
例，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益。 

1.2.1 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无论是从总资产收益率（ROA）还是净资产收益率（ROE）来看，国有
控股工业企业的表现都要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工业企业。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普遍受益，ROA和 ROE
显著回升；而民营企业受环保督察、融资收紧等因素冲击，ROA和 ROE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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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回落。即便如此，2018 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依然只有私营
工业企业的 60%左右。 

图表1：国有工业企业的 ROA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  图表2：国有工业企业的 ROE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Wind，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Wind，恒大研究院 

1.2.2 国有企业的分行业表现也不及民营企业 

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017》，比较 2016 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在分行业中的市场表现。 

在绝大部分行业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 ROA 和 ROE 都要显著低于
私营工业企业。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垄断性较强
的上游行业，国有企业甚至出现亏损。国有企业仅在汽车制造业与石油加
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存在相对优势。 

图表3：2016 年分行业 ROA，国有工业企业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5 0 5 10 15 2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开采辅助活动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汽车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纺织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其他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ROA：私营工业企业（％）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0

2

4

6

8

10

12

14

16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ROA：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私营工业企业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

0

5

10

15

20

25

30

35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ROE：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私营工业企业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立足企业恒久发展   8   服务国家大局战略 

图表4：2016 年分行业 ROE，国有工业企业显著低于私营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1.3 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偏低 

为什么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购和低成本的银行融资等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的国有企业，其市场表现却不如民营企业呢？ 

首先是产权公有导致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信息不对称
和激励不相容使得每一个公司制企业都要面临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
而国有企业的产权公有则会加剧这一矛盾。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
过长，全体人民→国家→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
业集团公司→……→某一国有企业→企业管理层，从而导致权责不清、利
益冲突、代理成本高、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产权主体缺位
和缺乏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企
业管理层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并逃避监督。 

其次是体制性因素导致激励约束不足。国有企业中僵化的激励约束
机制会扭曲微观个体行为、降低企业经营效率：第一，国企经理人的任命
和整体的薪酬体系通常非市场化，员工容易丧失积极性，无法吸引或留住
优秀人才；第二，国企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较为浓厚，工作机制僵化，
创新性工作不易开展；第三，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隐性兜底使得国有企业缺
乏破产清算的压力，国企经理人没有积极改善经营效益的紧迫性；第四，
不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对国企经理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导致损
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或错误决策时常发生。 

最后是社会公共职责导致负担过重。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经济社会
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责：企业办社会，国有企
业要负担员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和保障，负担沉重；即使严
重亏损也难以大规模裁员减支，要维护社会稳定；在经济下滑时要加快上
马新项目，而不考虑项目的成本收益等等。上述非市场化行为均严重影响
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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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可由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激励理论等完美阐释，
或者更简单地，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民营企业是“花自己的钱办自
己的事，既讲效率又讲节约”，而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
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 

如果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占比过高，会对经济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一是
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对高效率的民营企业造成挤出；二是僵尸企业、产能
过剩、杠杆高企，推升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三是经济内外部失衡，消费
不足、储蓄过高、持续贸易顺差等都与国企民企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 

图表5：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融资成本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 

政府也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内产权改革提升效率，对外开放
市场引入竞争，战略聚焦、业务整合、加大创新，激励机制逐步搭建，市
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1.4 两个中性原则：竞争中性与所有制中性 

国有企业效率偏低及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关键在于缺乏充分且公
平的市场竞争。要纠正市场扭曲、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两个
中性”原则：竞争中性与所有制中性。 

竞争中性是指所有市场主体在经营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
OECD 对竞争中性定义了八大原则：经营范围划分、成本监管、回报率要
求、补贴监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信贷中性和和政府采购中性。竞争
中性的本质是：避免国有企业依靠与政府的关系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通过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
经济健康发展。 

所有制中性是指政府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使其公平竞争。
所有制歧视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大现实问题，国有企业在政府背书下
显性或隐性地获得政策和资源倾斜，民营企业则相应地处于劣势地位。国
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尚全提出“所有制中性”原则，认为其
是“竞争中性”原则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
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说的正是要抛弃所有制歧视，让所有企业公平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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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民

营经济从“0”到“56789” 

过去 40 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最根本的原因
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动力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
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2.1 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民营经济的复苏和
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与保障，其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78-1991，市场经济复苏。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
政策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偏差，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制经济接近
百分之百，非公有制经济几乎销声匿迹。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
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先后确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
确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但在 1989-1991年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政局动荡，“姓社姓资”争论加剧，人们在思想上对发展民营经济
顾虑加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陷入低潮，出现较大回落。 

2）1992-2011，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1992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
“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等重要论断，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目标，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存在和发展，掀起了
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扭转了民营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1998 年以产权
改革和“抓大放小”战略重组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拉开帷幕，民营经济
迅速填补国有企业退出的市场领域，实现又一轮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大首
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首次明确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01 年中国加入 WTO，2004 年全面放开外贸经营
权，民营企业融入全球化，中国经济快速腾飞。 

3）2012 至今，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挑战，民营企业家预期和信心受到
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平等
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做
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11
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在 2019
年 9 月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2.2 伟大成就：从“0”到“56789” 

民营经济在过去 40年中取得了从“0”到“56789”的伟大成就。1978
年以前，个体经济零星存在，私营经济禁止发展；现如今，民营企业贡献
了中国经济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
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未来还将进
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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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 50% 

民营企业是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献者。1985 年，全国工商
税收中，全民所有制占比 71.7%，集体所有制占比 24.1%，个体经济仅占
3.0%；2013 年，民营企业在全国税收收入中占比首次超过 50%。2019 年
1-7 月，民营企业税收占比 56.9%，国有企业占比 26.2%，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占比 16.8%。 

图表6：1985年全民所有制工商税收占比 71.7%  图表7：2019年 1-7月民营企业税收占比 56.9% 

 

 

 资料来源：大成企业研究院，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大成企业研究院，恒大研究院 

2.2.2 民间投资占比超 60%，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超 85% 

民营企业是投资的最大推动力。1980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经济占比 81.9%，集体经济占比 5.0%，个体经济占比 13.1%。2019年
1-7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60.3%，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更达到 85%
以上。 

图表8：1980 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81.9%  图表9：2019年 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6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 

2.2.3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 75% 

民营企业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2000-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由 2.62、0.80
和 1.53 万件快速上升至 81.70、32.06 和 93.40 万件。2017 年，民营企
业专利申请数占比 77.8%，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 77.4%，有效发明专利数
占比 75.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工商税收占比: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

私营企业

个体

其他

10

20

30

40

50

6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1-7

税收占比:民营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9
80

19
81

19
8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0
03

-0
3

20
03

-1
2

20
04

-0
9

20
05

-0
6

20
06

-0
3

20
06

-1
2

20
07

-0
9

20
08

-0
6

20
09

-0
3

20
09

-1
2

20
10

-0
9

20
11

-0
6

20
12

-0
3

20
12

-1
2

20
13

-0
9

20
14

-0
6

20
15

-0
3

20
15

-1
2

20
16

-0
9

20
17

-0
6

20
18

-0
3

20
18

-1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比: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 

   

立足企业恒久发展   12   服务国家大局战略 

图表10：中国发明专利数快速上升  图表11：2017年民营企业发明专利占比超 75%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2.2.4 民营企业就业存量占比近 80%，增量占比超 100% 

民营企业是城镇就业的最大保障。1978 年城镇就业人数 9514 万人，
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为 7451 万人和 2048 万人，而个体经
济仅有 15万人，占比 0.16%。2017年城镇就业人数 42462万人，其中私
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占比 53.4%，全部民营企业占比近 80%，增量占比更是
超过 100%。 

图表12：民营企业城镇就业人数占比持续上升  图表13：民营企业新增就业人数超过城镇整体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恒大研究院 

2.2.5 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超 95%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1978 年，全国个体工商
户只有 15万户，没有私营企业；2017年，个体工商户增长至 6579.37万
户，私营企业增长至 2726.28 万户。2017 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为
1809.77万个，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 1.8%，外商及港澳台商控股企业占
比 1.2%，民营控股企业占比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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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个体和私营企业户数快速增长  图表15：民营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占比超 9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2.3 遗留问题：所有制歧视 

制度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现实中，民营企业贡献了“56789”，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
是 2017-2018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加，遭遇融资困境、信用债违约潮、
股权质押风险等；“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沉渣泛起，严重
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追根究底，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遭遇显性或
隐性的所有制歧视。 

第一，思想上仍有些极左言论引发恐慌。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民
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等荒谬言论却依然能够引发社会广泛争论和
民营企业家恐慌，表明计划经济落后观念尚未完全清除。中国需要再开展
一次类似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让市场经济理念真正深入人
心。 

第二，政策上民营企业尚未获得完全公平公正的对待。国有企业与政
府关系紧密，享受各种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尤其是部
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而像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大
方向也是对的，但在执行和度的把握上存在一定偏差，民营企业受到的冲
击更大。 

第三，融资上民营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享受政
府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使其具有大幅举债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也愿意
为其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资金支持，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出。近期在金融去杠
杆、信用扩张放缓的背景下，民企融资环境恶化。民营企业贡献了国民经
济的“56789”，却只占用了 40%左右的信贷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完全不匹
配。 

当然，需客观承认，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
环保不达标、税收社保缴纳不规范、盲目扩张、产品同质化、创新不足等，
要区分正常的市场出清和政策误伤，促进民营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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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支持和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增长潜力巨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
在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1）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2018 年人均 GDP 超过 9700 美元，是美
国的 1/6，英国的 1/5。 

2）中国经济增速在 6%以上，是美国的 2-3倍，十年后有望跃升为全
球第一大经济体。 

3）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 59.6%，户籍城镇化率仅 43.4%，发
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 80%。未来十年有望新增近 2亿城镇人口，中国城镇
化还有 20个百分点左右的较大空间。 

4）中国有覆盖 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
资本都可自由流动，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5）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
1.7 亿，每年有 800 多万大学生毕业，人口数量红利走向人才（工程师）
红利。 

6）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全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美国和中国分别
占比 48%和 28%。 

民营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改革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民营经济的
再松绑，都会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未来民营经济占比将继续上升，助
力中国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加快国企分类改革，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
进一步放宽部分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限制，设置负面清单，打造更
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环境。放宽电信、物流、能源领域的管制，降低其他
行业的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盈利；加快汽车行业的开放速度，促进内外资
车企充分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增强国内车企的技术和销售水平，提升汽车
行业竞争力；金融服务业进一步落实好已经确定的开放政策，吸引更多外
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2）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机制，进
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
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拓宽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领域教育医疗仍十分短缺，科技创
新领域重大基础性研发仍是短板，城市地上交通四通发达的同时城市地
下管网建设仍十分落后——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重视，配上新的机制和
新的开放。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是投资的最大推动
力，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促进经济迈向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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