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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 

 尹光志 

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湖北民营经济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民营经济从小到大迅速成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我省经济的重要支柱。 

从一般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即非国有经济。至 2002年底，湖北省民营经济资本总额、工业增加值、实现利税在规模以上工

业中所占比重已分别达 20%、40%、28%。县域经济、中小企业改制面均已接近 90%，基本实现了民营化。引进外资和股份制经济

有了大的突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正在加快步伐。民营经济创造的 GDP已占全省的 5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省二、三

产业就业人员的 73%。民营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1、民营经济发展正在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方面转变。民营经济在创业之初，大都是凭借小本经营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

近年来，民营企业加快体制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个私企业注册资本和产值在数量上呈几何级数增加。2002年注册资金过 1000

万的私营企业从 1997年的 225家增加到 200 多家，增加了 4.3倍。一批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脱颖而出。 

2、民营经济的产业分布，从以第三产业为主向一、二、三产业并举转变。随着原始资本的逐步积累，民营企业由传统的商

饮服务业向房地产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扩张和渗透，科技含量不断提高、高科技企业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开始涉

足和投资电力、公路、金融等行业，产业布局朝着优化升级方向发展。 

3、民营经济地位由过去的“补充”向重要组成部分转变。党的十五大以后，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目前民营经济

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基本形成，在竞争性行业中的比重正在迅速提升。 

4、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主要集中在农村。90年代后，城市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快于

农村，已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舞台。目前，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民营资本开始向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中小城市和地区进

行投资开发。 

5、民营经济发展形态由传统型向传统型、科技型并举转变。湖北科教资源雄厚，是我国民办科技企业萌芽较早的地区。当

前，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加入民营经济的行列，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民营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一部分。据初

步统计，我省现在民营科技企业 6000多户，居全国第 8 位。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6、民营经济发展形式从主要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向与招商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扩张转变。“九五”

以来，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大批民营企业通过租赁、承包、兼并、收购等方式，积极参与

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目前，国有资本已基本从县市工业中退出。同时，改善环境，招商引资已成为各地工业增长的新亮点和主

要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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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民营经济虽然取得显著发展，但仍然落后于形势的要求。与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相比，我省民营经济的实力和活力

有着明显的差距。 

一是湖北省民营经济总量规模还不大，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偏低。2002 年底，湖北省非国有经济在工业规模以上总资

本中所占比重仅为 20%，而浙江则高达 75%。湖北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40%，而浙江则高达 86%。 

二是湖北省民营企业活力不足，成长性和竞争力都偏弱。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省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业

总产值所占比重高达 78.6%，而湖北省这一比重仅为 52%。浙江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已成为全省经济的主要支撑，也是民营大中

型企业的摇篮。湖北省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步履艰难，成长性明显不足。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景气指数差距日益扩大。 

三是湖北省民营企业缺乏一批对行业乃至对全省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排头兵。湖北省二、三产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上是

国有大型企业，而浙江基本上是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浙江就有 190 个，湖北省仅有 3 个，其中浙江销

售收入最高的为 118亿，我省销售收入最高的仅 15亿。 

四是湖北省民营资本和民间投资比重偏低，直接导致全省投资的自主性增长动力明显不足。2001 年，我省非国有投资所占

比重仅为 43%，而浙江则高达 60%以上。浙江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格局，大大强化了投资自主增长能力，2002 年全省投资增长

24.9%。湖北投资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民间投资比重低，增长乏力，2002年全省投资增长仅 9.2%。 

湖北民营经济与浙江的反差，是两省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扩大的一个重要根源。由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浙江市场主体

的规模和水平有了极大的扩展和提高。2002 年底，浙江企业总数已是我省的 3 倍。由于市场主体的迅速扩张，带动了群众从业

水平的迅速提高，其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比我省高 20个百分点。这又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富裕水平，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是

我省的 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我省的 1.8倍。1978年，浙江的 GDP和财政收入仅相当于湖北的 82%和 88%。经过二十

多年的发展，到 2002年，浙江的 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已相当于湖北的 1.54倍和 2.34 倍。目前无论从发展速度和效益、后劲上

看，浙江的势头都远远超出了湖北。 

二、大力推动湖北省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 

湖北省民营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加快全省发展的步伐，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依靠民

营经济的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发展。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加快湖北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我们必须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八届四次全委会精神，解放思想、改

善环境、落实措施，推动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1、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形成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氛围。 

牢固树立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坚持“县城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取向。要充分认识

湖北省与先进省市的差距关键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要引导人们克服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意识、官本位意识、“等、靠、要”

意识，树立“发展民营经济光荣，自主创业致富有功”的观念，进一步激发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创业致富的精神。切实把地方

发展的立足点放到保护和发挥好广大民营经济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上来，鼓励和引导群众自主创业，大量培育民

营经济的市场主体，让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乃至更大范围内“唱主角”。 

2、把发展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扩大招商引资、推进产业集聚结合起来，大力培植一批优势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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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国有资本能退出的企业和领域要尽量退出，切实使一批国有企业改造成民营

企业，让民营资本和机制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要牢牢抓住当前国际资本普遍看好中国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

遇，进一步加大招商力度，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引进省外民营企业。加快培植和壮大一批民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力争经过 3

—5年的努力使一批民营企业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要引导民营企业以园区为载体集聚式发展，形成专业化分工配套的产

业环境，并与市场建设相互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群众性创业是发展民营经济的土壤、源泉和动力。要学习浙江“民本经济”，把大力引导、鼓励、支持群众创业，走富民

强省之路，作为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努力改善环境，降低创业门槛，强化服务体系，突破性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

济，使群众真正走上自主创业致富的道路。要把创业与招商结合起来，与龙头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配套经济，形成

千家万户群众创业与顶天立地龙头企业相互促进的局面。 

3、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民营科技型企业的大发展。 

要加强对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和服务，继续实行和完善各类扶持政策。如解决民营科技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在增值税中的

抵扣问题、对民营科技企业有价值的项目予以资金支持。要进一步扩展和完善科技孵化体系，促进民营科技企业成长。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大力鼓励和支持科技力量创办各类科技型企业。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科研开发机构成建制地转为民营科技企业。 

4、改善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帮助拓宽投融资渠道。 

一是积极协调银行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帮助民营企业争取银行的资金支持。二是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参与、

多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支持县、市或行业投资机构与金融机构联合成立担保组织，支持社会团体、企业群体共同出资设立信

用担保公司。成立省级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机构，以市、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服务对象，分散风险，增强辐射力。三是

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扩大风险投资规模。形成风险投资基金运作以民间主体为主，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四是扩大我省民营企

业直接融资规模。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全省统一开放的产权交易市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流动、资产重

组提供交易平台和规范服务。五是加快建立健全信用制度。 

5、坚持不懈地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解决影响民营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使民营

经济在各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平等的地位。二是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拓宽民营经济发展领域。实行“非禁即入”，积极

扩大民间投资范围；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投资于成长性好的产业。三是以治理“三乱”为重点，改善民营

企业经营环境。采取综合整治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的办法，严厉查处“三乱”行为。四是充分利用我省工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发

挥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为投资者到湖北兴办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配套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