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贵州省创业与民间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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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将贵州省创业与民间投资与全国以及国内部分省份创业与民间投资作比较，主要从行业差异、

地区差异、政府政策等影响民间投资的因素着手，运用理论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从地区差异及行业分布角度进行

研究，着重突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以及地域差异对创业与民间投资产生的影响，并根据以上研究给出相关增强贵州

省创业与民间投资活力，带动经济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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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是创办企业时的投资行为，创业主体是非公的经济主体，因此创业投资属于民间投资的特殊组成部分，而且是反

映民间投资活力的最好指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创业与民间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活力

和民间投资的发展对进ー步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自 2015年以来，我

国创业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恶化，民间投资增速逐步下滑，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的省份之一，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程度也较为严

重。增强创业活力，扩大民间投资规模。因此研究贵州省民间投资的现状，分析影响贵州省民间投资发展，对贵州省经济保持

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潘士远（2006)认为财政政策是影响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其中融资困难是制约我国中小企

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发展均受到“资金不足”问题的制约；而法律环境、政策因素、宏观经济和文化因素影

响创业投资（张明华 2006 )；张韬（2016 )、许祥云等（2017 )认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存

在产能过剩和内外需求不足的问题，产能过剩以及需求衰弱引起的企业利润率下降是影响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将贵州省与全国及国内部分省份的创业与民间投资数据进行比较，不仅考虑影响民间投资

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政府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而且将地区差异、地理环境等影响因素综合纳入对西部省份的分析中，得

出影响贵州省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助力于贵州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1 创业与民间投资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创业与民间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诸多研究，相关研究文献分为如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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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制度因素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创业与民间投资规模曰益壮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体制上对民

间投资发展的阻碍仍然存在。一方面民间投资的“隐形壁垒”尚未消除，金融业、石油化工业等行业对民间投资仍存在较高的

行业准入门槛；另ー方面我国部分行业存在垄断现象，如铁路、航空运输、电信等行业，政府对这些垄断行业的保护严格限制

了民间投资在这些行业的有效发展；同时传统的间接融资对创业的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有限。 

1.2政策因素 

影响创业与民间投资的政策因素主要有：第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政府投资规模扩太，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

出效应；第二，政府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会加大民间投资主体在金融机构进行信贷与融资的压力，使得民间企业本就存在的融

资难问题更加严峻；第三，民间投资的相対负担较重，民营企业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负相对较

重。 

1.3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创业与民间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分为两方面：第一，国内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增

长水平回落、产能过剩等，挤压创业空间，对民间投资产生抑制作用；第二，国际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国际经济形势、全

球再エ业化浪潮等，我国民间投资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2 贵州省创业与民间投资现状及对比分析 

根据国内大部分学者对民间投资的理论界定，本文以投资主体为角度对民间投资进行定义，即民间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国有投资-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本文选取 2008 年～ 2017 年的全国和贵州省民间投资数据，并以 2007 年为基期对数据进

行折算，将得到的实际投资额进行対比，分析结果如图 1和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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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可以看到，贵州省民间投资总量逐年递增，2008年以来贵州省民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数额从 837.3亿元增长到 8415.1

亿元，增长 10 倍有余。其间贵州企业法人数量由 5.89 万户增长到对.30 户，10 年间増加 28.41 万户，大批企业创业投资和后

续投资扩张是推动贵州民间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贵州省民间投资在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也由 56%増加到了 67%,

最高可达 73%。总体而言，贵州省民间投资与全国民间投资增长趋势一致，但贵州民间投资占贵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略低于全

国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以产业结构角度来看，贵州省创业和民间投资主要分布在房地产行业和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占比分别为 23.51%

和 23.5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占比位列第三，而在剩余的其他行业中除制造业占比为 11.05%以外，其余各行业的占比

均不到 6%，其中小型行业占比均不足 2%。由此可知贵州省创业和民间投资的发展十分不均衡，主要还是集中于房地产业和制造

业等传统行业（见表 1)。 

表 1 2017年贵州民间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指标 绝对值（亿元） 占民间投资比例 

农、林、牧、渔业 622.73 5.99% 

采矿业 225.68 2.17% 

制造业 1148.70 11.05%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27.54 3.15% 

建筑业 24.66 0.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65.15 15.0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93.54 0.90% 

批发和零售业 212.92 2.05% 

住宿和餐饮业 148.19 1.43% 

金融业 11.98 0.12% 

房地产业 2443.87 23.5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81.94 2.7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査业 29.55 0.2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49.57 23.56%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47.88 0.46% 

教育 340.36 3.2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69.91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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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4.41 2.0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6.76 0.35%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统计年 

3 贵州省创业和民间投资影响因素及不足 

3.1产业结构不合理 

根据上述贵州省民间投资行业分布情况可知，贵州省民间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其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以及第

三产业中的部分传统行业，而对新兴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业投资较少，同时对于同在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内的相关产业，贵州省

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也十分不平衡，比如在第三产业内，贵州省较为注重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服务业、金融业等的发展。 

3.2生产要素成本高 

贵州省民营企业的生产要素成本较高，首先由于贵州省地理位置偏僻，且山地、丘陵密布，使得贵州省的交通运输业发展

缓慢，从而提高了贵州省内各行业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其次贵州省作为我国唯一一个省内没有平原的省份，其地貌主要以喀

斯特地貌为主，使得企业在用地前期的土地开发成本较高，并且由于企业总用地面积较少，使得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较

高。 

3.3创业意识不足，投资理念落后 

贵州省经济起步较晩，且省内人均教育水平较低，使得贵州省的投资理念十分落后。一方面贵州省各级政府对政府投资的

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未正确认识到民间投资的重要性，重视国有资本而轻视民间资本的观念尚未完全消除；另ー方面，贵州省

民众的投资理念较为保守，其对于快速发展的市场适应カ较弱，对新兴事物接触少、接受程度低，也导致了贵州省民众对于创

新创业的热情也远远不足。 

3.4融资渠道单ー 

融资困难、融资渠道单ー严重制约了贵州省创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目前省内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主要通过短期信贷及股

票融资。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我积累，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资本市场融资困难，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融资

对创业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支持不足，很多民营企业只能以较高利息进行贷款，过高的贷款利率水平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

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4 促进贵州民间投资的政策建议 

4.1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贵州省产业结构，必须在重点发展优势行业的同时，也要着力于弱势行业的发展，通过定向降税或定向补助等优惠政

策，以长板补短板，充分发挥优势行业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产业竞争力。首先对于第一、第二产业中较为薄弱但覆盖范围广

的农、林、渔、牧业，应综合考虑地区差异因素，充分发挥贵州省地理环境特色，鼓励创业投资，改善传统产品结构，发展新

型化传统经济;其次充分挖掘贵州省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针对省内相关技术人才和设备的缺乏，要立足于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

和引迸、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最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要分层次合理配置民间资本，根据各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技

术创新建设，促进贵州省三大产业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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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创业和运营成本 

一方面要加强贵州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省内交通规划，加强省内地铁、公路、机场等建设，建立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的

交通运输体系，提高省内各类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省内外各类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另ー方面要完善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和落

实，从各民间投资主体的切身利益出发，通过提高民间企业项目的审批效率，适当降低民营企业税费，对特殊行业的民营企业

实行定向优惠政策等，从而降低民营企业生产成本，增强各民间投资主体活力。 

4.3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投资理念 

首先，政府部门要正确对待民间资本，深刻认识民间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思想上做到一致对待国有资本和民间

资本，在实际中促进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其次，政府部门要加强机制体制创新，降低贵州省经济发展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最后要加强民间投资的宣传カ度，转变民众的传统思想，引导民众

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鼓励民众个人创业，壮大贵州省民间投资队伍，为贵州省民间投资提供强大动力。 

4.4健全金融市场融资体系 

首先要引导各类商业银行公平对待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使得民营企业“有钱可投”，同时也要鼓励各商业银行不断创新金

融产品，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融资方式；其次给予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其能够在金融市场中发

挥重要作用，丰富民营企业的融资方式；最后要提高对民间投融资的服务水平，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要加强对创业和民间投资

主体的融资咨询及辅导，着力构建对民营企业的信用等级评级和管理机制，强化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实现贵州省民营企

业资金供需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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