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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粉，要作用，其中民间投资又

占据粉，要地位。近年来，随粉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再加上政策调整等方面的影晌

，我国的民间投资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淆趋势。贵州民间投资虽然逆势增长，但其中依然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皿。深入分析民间投资变化的趋势，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不断激发

贵州民间投资的活力，对促进贵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极大意义。

一、政策和制度变迁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一）政策和侧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

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的变迁对其发展有，很大的

影晌。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不仅确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一页，更是带来了民营经济

发展的春天。在这之后的 10 年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在全国培

育出了一大批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民营企业，形成了一批以民营经济为主力军的优势产业。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5 年

，国务院发布了“非公经济 36 条”。2007 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要实现“两个平等”

。正是有了这些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的有力支持，我国的民营经济才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支柱。

“十二五”期间，贵州牢牢抓住了投资这一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为贵州实现主基调

和主战略的，要目标做出了，大贡献。据统计，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 2010 年的 3186.28

亿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15725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42.5%，大大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

的 12.5 个百分点。贵州民营经济增加值的比，从 2010 年占 35%，增加到 2015 年的 50%，年

均增长 3%，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的 5 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可以 t 出，投资在贵州“十

二五“期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大作用；同时，贵州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同

贵州省委、省政府这些年大力扶植民营经济的发展，出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要政

策措施密切相关。

从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也是沿粉正确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轨迹发展起来

的。2011 年，贵州省为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一次召开了“全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盛表彰

大会”，提出了推进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抓好“扩大开放、突出特色、创新创优、集

聚集约”四方面工作，大力培育市场主体，膨胀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全省民营经

济迈上新台阶。2013 年，省人民政府印发了《贵州省提高民营经济比，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黔府发(2013〕22 号），该文件为提高民营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比，，充分发挥民营经济

的支撑作用，明确提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2014 年

召开了“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盛全省第二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会议不仅总结了实施民

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和提高民营经济比，五年行动计划的成功经验，指出民营经济已成为推

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而且要求充分把握民营经济的，要地位，把权利平等、机会



平等、规则平等的要求落实好，大力提高民营经济的比，;并且要求提高政府服务民营经济发

展的水平、林，企业家、粉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为民营经济提供充足的阳光、

雨礴、土滚和养分。

根据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到 2020 年贵州要实现与

全国同步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要完成 18000 亿元，力争达到 20000 万亿

元，年均增长 10％左右。要达到这一经济发展目标，投资依然作为第一抓手，要求在“十三

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500 万元以上口径）年均增长率在，5％以上，到 2020 年要达到 21000

亿元。“十三五”规划纲要还明确提出，民营经济的比，要从 2015 年的 50%，增长到 2020 年

的 60%。

7 月 22 日，2016 年全省第二次项目建设现场观康总结会议盛全省第三次民营经济发展大

会在贵阳召开，会议进一步部，了推进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大任务。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会

议上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活则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则全局兴。全省上下要进一步增强信心、

保持定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拥抱贵州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他还指出，要致力

于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放开市场准入，创新投资方式；把

扩大有效投资作为增加有效供给的主抓手。会议上还下发了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进

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惫见）（简称《意见》），《意见》分为金融支持、财税

支持、降低企业成本、强化市场主体培育、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发展环境和强化组织保

障等七个方面共计 38 条；《愈见》提出了民营经济发展“双倍增，的目标，即到 2020 年，

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和民间投资均要突破 10000 亿元，双双实现倍增。

（二）近年来民间投资变化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 2016 年前 5 个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 3.9%，

与去年年底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10.1％的增速相比，仅相当于三分之一，出现了“断崖式”的

下淆。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今年以来，不同地区的民间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东

部体制机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而体制机制环境条件最差

的东北地区民间投资则持续下降。

贵州民间投资逆势而上，2016 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颊达 1958 亿元，其

中民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54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 11.9％和 18.8%。全省民营经济市场主

体达到 194.35 万户，比 2015 年底新增 8.25 万户。其中，新增规棋以上民营企业 292 家，占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95.4%。同时，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不断优化结构，已成为推动转型升

级的，要力 I。上半年来，贵州省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 22.9%，信息传翰、软件和信，,，技

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40.6%，在大数据、大旅游、大健康、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投资中，民间投

资占比均超过 70%。

然而，贵州民间投资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行业和领域民间投资回

报率下降，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占固定资产投资 40％以上的民间投资增幅同比回落：一

些银行对民营企业压贷抽贷断贷，6 月末，全省私人控股企业贷款余额仅增长 6.2%，低于国

有控股企业 19.3 个百分点；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仅 14.3%，同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低于



国有控股企业 30.3 个百分点。全省新增企业贷掀 99％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办事难、办事

贵问题仍较突出，少数地方行政审批减少了，但中介变相审批增加：少数审批项目看似下放

了，实则互为前提；如贵州一些投资项目看似向民间投资开放了，但前端的资质条件、工程

业绩、专业要求等过高，民间投资很难达到要求。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判断，本文认为，正确的制度变迁和政策制定，对民间投资有粉极为

，大的影晌。贵州扶持民间投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实施，一定要紧紧围绕能拉动民间投资

的关键因素来集中发力，才会进一步激发贵州民间投资的活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

二、持续推进民间投资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保持住对贵州民管经济发展待续大力支持的社会环垅

从民间投资发展的规律可以清晰地看出，决定投资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一个地区一定要形

成一个德定向好的心理预期，即一个地区的环境和政策，要能对民间投资给定出稳定明确向

好的信心。根据促进贵州民间投业在获取，要资源上的公平性。对民营企业来说，平等的机

会、平等的待遇就是最好的支持。实际上，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是拜要政府

的特殊政策支持才能发展，他们更加铸耍的是机会的平等、政府信息的公开、市场竞争的公

平等。我们铸要做到的是，在土地供应、金融服务、财税支持、招投标、人才待遇、社会保

障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真正的同等待遇。

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要明显改善贵州民间投资在贵州竞争环境，亟需在制度设

计和政策制定上，在民间融资和获得国有银行贷掀等方面，真正获得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

，这就是人们长期讨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璐门”和“旋转门”等问肠；尽管中央和地

方政府关于扶持民营企业各种政策都制定得很好，甚至给予了扶植民营企业 t 似很优感的政

策，然而，这些政策往往很难真正得到落实。其中，最为关链的因 t 是在我国现有的金触制

度设计上还没有取得突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有银行按照国家政策给国有企业贷款，一

旦企业还掀出现问题，作为国有银行负贵人，不仅不会承担政治风险，而且贷掀最后还会由

政府财政“兜底，，中央财政也往往会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债务隐性背书。而在现有体制

下，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欲，一旦出现了还掀问题，不仅政府不会“兜底”或背书，而且

国有银行负资人还会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要真正解决好这些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

问题，的确有待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乃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正成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都能独立承担起市场自主经营的行为。

（三）进一步明显降低贵州民间投资的成本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决定民营企业投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收益、成本和预期这三个

要素。民间投资的逐利性是毋庸质疑的，投资要想般大限度获得回报，民间投资考虑的一个

很，要因素是投资的成本。近些年来，由于贵州文通环境的极大改替，物流成本的明显降低

，以及许多产业配套能力的基本形成，尤其是大数据、大生态、大旅游等在全国抢得的先机

，贵州相当一部分产业配套的能力已经形成，在贵州的投资成本已经明显下降，投资效益的



区位优势正在加快形成。在“十三五”期间，贵州省还铸要彻底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

物流、产业配套等瓶颈的制约，不断降低贵州民间投资的成本，使褥国内外、省内外民间资

本到贵州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提高，就完全有可能在区域内形成投资的热点和新高地。

（四）不断健全扶持贵州民营经济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确实保津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贵州要把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放在更加，要的地位，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财产神圣

不可俊犯，切实保护民间投资权益和经营活动不受干预。贵州省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要积

极植理现有地方法规和制度设计的缺陷，加快修订现行地方法规和政策中的不合理条款，尽

快制定并完巷有关民间投资权益保护的法规和有关政策，健全民营企业投资权益纠纷的诉讼

和监份机制；另外，地方党委和政府还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

为进行社会监奋，让俊害民营企业的典型案件通过公众媒体向社会曝光，规范政府的行为，

保证政府的权力真正能在阳光下运行。

（五）建立正常合法的官员与民营企业交往的机动机制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制度设计和政策变化的影晌，政府官员们在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时

十分忌讳，总是担心同他们走近了给自己的社会声誉带来不好的影晌，以至于影晌到自己的

仕途。其实，要加快贵州民间投资的速度，真正出现贵州民营经济发展春天的大好局面，当

前特别祷要地方官员们突破心理障碍，充满激情和亲和力地积极参加民营经济发展活动，这

是一个保持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的基本要求。当然，在现今制度和政策环境下，上级部

门应该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操作灵活性和机动性，充分调动起地方官员们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地方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的正常合法交往，更多保持一些开放和包

容的态度，形成支持民间投资的改革创新、勇于担当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六）给予民营企业家必要的社会荣番，满足他们合理的社会成就感需求

根据管理学家马斯洛人类铸要层次论的观点分析，人的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即物质财

，等积皿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粉自我成就的铸求。贵州以往对一些取得一定成就的民营企

业家，就根据他们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本人在政治上的不同诉求，适时安

排他们到各级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团体中任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自我成就的而要

。2015 年，我国非公有经济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税收比，超过 50%、新增就业比，超

过 90%；贵州省 2015 年民营经济的比，也达到了 50%,2016 年民营经济上半年对全省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了近 7 成。今天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理所应当要得到全

社会更大程度的认可和薄；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更多、更大程度参与到

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