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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湖北省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了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湖北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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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 

1、民营经济已成为拉动湖北省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几年来，湖北省民营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异军突起，为湖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

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2010 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7666.88 亿元，比上年增长24.2%，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52.5%，比2003 年的39.9%增长了12.6%。由此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半，已经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柱。 

2、全省民营企业数量猛增，规模壮大 

据省工商局资料显示，截至2010 年底，全省实有私营企业266621 户，比2009 年增长15.6%，其中独资企业25958 户，合

伙企业5066 户，有限公司235036 户；从业人员267.3 万人，企业注册资本（金）户均203.3 万元。2004 年至2010 年，全省

民营经济单位数由110.5 万家增至162.4 万家，增加37.9%。其中，私营企业由2004 年的11.4 万家增加到2009 年的23.1 万家，

增长率为102.6%；个体工商户由2004 年的99.1 万个增加到2009 年的139.3 万家，增长率为40.6%。 

3、民营经济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逐渐扩大 

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 号）等一系列政

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湖北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

通运输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和电力建设，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电信建设，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湖北省

民营经济继续扩大投资领域，涉足文化产业，已成为湖北省的一大亮点。 

4、民营企业的就业率贡献日益凸显 

在一系列鼓励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自主创业。2010 年，全省全年新增就业岗位62.75 万个，

其中75%的就业岗位由民营经济提供。据测算，全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1/3 由民营经济提供。调查显示，2010 年全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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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 个农户中，有1.18 人通过经营非农产业获得收入，比2009 年增长14.5%；平均每百户有1.7 人返乡创业，比2009 年增长

11.8%。 

5、民营经济纳税贡献大 

根据税务部门统计，2010 年，全省个体经营户、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共计纳税526.3 亿元，增速36.3%，

大大高于全省税收收入增长26.3%的水平。由此可见，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占全省一般预算收入的52.1%，超过一半。2000 年至2009 

年间私营企业完成税收增长37.1%，高于全省17.6 个百分点，高于国有企业25.4 个百分点，高于外资企业9.8个百分点。 

二、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数量少、规模小、产业层次低 

民营经济数量少、规模小、产业层次低是湖北近年发展速度相对落后的根源。2009 年湖北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7875家，

只有15 家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民营企业对全省GDP的贡献率仅为48.9。而浙江省2009 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41969 家，

185 家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民营企业创造了全省GDP 的70%以上。河南省2009 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15615 家，民营

企业对全省GDP 的贡献达到60%以上。湖北省的民营科技企业数仅为浙江的36%、北京的15%、上海的18%、河南的21%，民营企业

急需产业升级。 

2、产业结构不合理 

湖北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较多，占52%，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分别占21%和27%，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为初加工、

贴牌生产，大部分企业都位于产业链条的末端，经济效益低，发展空间小。高新技术型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民营科技企业发

展水平不高，没有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易受到影响和冲击，以至于这一类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不断

减少。 

3、民营企业融资难 

鉴于中小民营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都不雄厚，他们通过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达到融资目的很难实现。再者，现行尚不

完善的银行制度对于申请贷款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更是严苛，而中小民营企业拥有的可抵押贷款的固定资产也往

往不足，这些极大地限制了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筹资，使许多中小民营企业陷入即使有很好的项目也因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不

得不放弃。 

4、民营企业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由于地方政府没有结合各个产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造成湖北省整体的产业竞争力不强。而沿海较发达

地区如江浙等地都具有自己的特色经济，例如绍兴县是“中国纺织基地县”，义乌市的小商品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超市”，永

康市被称为中国科技五金城，特色经济已成为这些县市的代名词。相比之下，湖北省各城市的民营经济缺乏特色，集群现象不

明显，竞争力明显不足。 

5、中小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 

湖北省的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都是在改革发展之初的经济浪潮中产生出来的，企业主也大多数是缺乏正规、系统教育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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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多企业所采取的都是家族经营的管理模式，很多中小企业的企业主一人身兼数职，而不雇用职业经理人。在当今竞争越

发激烈的市场经济转型期间，这种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三、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我国部分省市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现总结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省外民营经济

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为更好更快地促进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解放思想，用行政软法治理民营企业 

考察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当我们还在一味强

调国有经济比重时，浙江人早就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放手扶持民营经济；当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利用好“权力”，多方

面、多层次、多渠道严把审批关时，浙江省各级政府已经由被动审批向主动审批、简化手续、主动提供全方位服务转变了。浙

江的思想解放和政府的行政软法治理模式使浙江民营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政府和民营经济和谐共赢。 

2、健全民营经济服务体系 

（1）加快推进民营经济服务体系的组织建设。江苏省建立了以公益性服务机构为主导、商业性服务机构为支撑的省、市、

县三级民营经济服务机构体系，并支持有条件的县（市）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建设延伸到乡镇（街道）。 

（2）加快民营经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广东省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民营经济信息网站，为民营经济搭建了政策解读、技

术推广、人才交流、业务培训和市场营销等重点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了一批产品设计、研发、检验检测、技术推广、信息咨

询、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 

（3）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和管理咨询服务体系。山东省重点实施“三个一”工程，发展一批创业辅导师、建设一批创业基地、

培训一批创业带头人，推动全民创业。广东省建立了管理咨询服务体系，免费为民营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提升民营企业的

内部管理水平。 

3、提升民营经济服务水平 

（1）减少审批环节，遏制滥收费。对于前置审批多、审批难等问题，苏州、南京、宁波等不少城市实施了并联审批制度，

在各级工商、公安、质监、税务、交通、卫生、环保等部门大力推广“一站式”服务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工商受理、抄告相

关、同步审批、限时反馈、一次性办结”的并联审批方式，努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苏州市工商部门还

有效地落实了“五个工作日办妥营业执照”的承诺，使全市民营的平均办照周期仅为法定时间的1/6。 

（2）统筹解决民营企业的用地需求。江苏省通过改造利用闲置场地、建设多层标准厂房等方式盘活存量土地。山东省规划

了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以租赁方式供民营企业使用。浙江省政府对特色产业基地、产业集群（集聚区、工业园区）、小企业

创业基地以及高成长民营经济投资项目的多层标准厂房建设实行优先供地，对符合条件并纳入省重点培育高成长民营经济的高

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重大项目优先供地。 

（3）大力发展“块状经济”，培育产业集群。引导民营经济集聚发展，按照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用地集约、

生态环保的原则，培育一批省级民营经济产业集聚示范区。支持重点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实施品牌战略，提高特色产业比

重，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延长产业链，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成都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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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利用全程电子商务打造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规划20 个产业集群用3 年时间在网上交易额突破1000 亿元，并将其培育成在

全国其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4、强化对民营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 

（1）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组织领导。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民营经济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专门制定

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经信委，各地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 

（2）加强对民营经济工作的指导。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民营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综合协调和指

导服务，督促发展民营经济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政府其他有关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民营经济进行指导和服务，落实有

关政策。建立全省民营经济工作激励机制，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市、县（市），省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 

（3）建立民营经济统计监测制度。江苏省统计局会同省民营经济局建立了对民营经济的分类统计、监测、分析及发布制度，

省有关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动态等信息，逐步建立了民营经济市场监测、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 

（4）建立定期让群众、企业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制度。南京市建立了群众对市级机关工作的评议制度。温州市建立了民营

企业家对政府官员的服务质量与水平进行评议的制度，并让纪检人员经常到企业去了解、检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服务的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并帮助解决。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27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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