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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报告认为
, 1 9 8 9年以来石家庄地区私营企业数量遂月下降

,

及至秋冬急剧

萎缩
,

主要原因一 是私营企业 自身存在的弱点和弊端
,

诸如生产资料私有
,

生产经营

目的是利润最大化
,

社会责任感缺乏
,

经营上存在较大盲目自发性 , 私营企业原材

料及产品销路无 固定渠道 , 设备陈旧简陋
,

生产工艺落 后 等
。

二 是社会经 济环境影

响
。

诸如私营企业超速度发展与当前经济过热有关 , 政府序列中存在管理体制上的

缺陷 ; 舆论导向上存在某些偏向
。

针对私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本文提出了具体

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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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私营企业的现状
,

我们于 1 9 9 0年 l 月 10 日~ 17 日到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进行调查
,

何地区以及戴城
、

行唐
、

元氏
、

无极等市县统战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举行座谈
,

交换了情况

和意见
,

走访了几户经营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
。

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

一
漆

势严峻
_

_
_

石家庄地区共辖11 个县市
,

自1 9 8 0年开始出现私营企业
, 19 8 4年和 1 9 8 5年迅速发展

,

两

年增长数相当于 1 9 8 3年的 6 倍
。 1 9 8 6年由于国家加强了宏观控制

,

发展速度放缓
,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在一些县市提出的
“ 四个轮子一齐转

,

适合谁干谁来干
,

集体
、

个体都发展
” 的指导

思想下
,

私营企业又呈迅猛发展趋势
,

分别增加了 33 8户和 6 84 户
,

到 1 9 8 8年底
,

全区私营企

业达 2 4 0 9户
。

1 9 8 9年随着治理整顿方针的贯彻和宏观调控的加强
,

私营企业逐月下降
,

及至

秋冬之交
,

更呈现急剧萎缩的趋势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

发展势头
:

急剧萎缩
,

大幅度下降

据有关部门统计
,

1 9 8 9年全区申请开业新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共 83 户
,

而停业或转换企

业性质的财有 1 6 2 1户
,

减少了 1 5 3 8户
。 1 9 8 9年 6 月份统计

,

尚有私营企业 1 1 4 0户
,

到年底只

有 8 77 户
,

从业人员 22
.

5万人
,

分别比 19 8 8年同期下降 64 %和 60 %
。

其中工业
、

饮食
、

修理
、

交通运输业 下降幅度较大
,

工业户数和从 业 人员 分 别下降27 %和 43 % ; 饮食业下降29 % 和

48 % , 修理业下降 17 %和 36 纬 , 交通运输业下降 1 9
.

6%和 31 %
。

从了解的情况看
,

私营企业

这种急剧下滑的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

2
.

心理态势
:
压力很重

,

多数私营企业主惶恐不安

去年 秋 冬 之 交
,

国家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管理
,

同时社会上流言四起
,

说什么
“
国家

不允许私营企业干下去了
” 、 “ 私营企业主要挨整了

” 、 “
要搞公私合营了

”
等等

,

尤其是

有关文件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有剥削
、

不能入党等规定传播开来之后
,

私营企业 主 感 到 政



治压力很大
,

普遍惶恐不安
,

忧心仲忡
:

( 1 ) 深怕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要变
,

而他们又

把财税大检查看作是政策要变的预兆
,

有的说
: “ 现在税收增加了

,

管得也紧了
,

说政策不

变
,

实际上是不让你干了
。 ”

有的预测
“
从明年起政策要变

,

我们现在是干一天算一天了
” 。

( 2 ) 怕财产归集体或充公
。

有的说
: “

你看现在又搞补查税
,

又征调节税
,

各种管理费也

增加了
,

这步数是朝公私合营走哩 ! ”
有的说

: “
我认为政策要变

,

不是砍掉就是合到集体

去
,

我不打算扩大再生产了
,

看看再说
。 ”

有的人听说县 里有关部门召集去开会
,

就猜测可

能是要
“
改编

” 了
。

( 3 ) 怕再来个
“ 三反五反 ” 运动

,

担心
“
到时全毁了

” 。

( 4 ) 怕算

老帐
“
将老本都搭进去

。 ”
由于私营企业财会制度普遍不健全

,

前几年生产经营过程中程度

不同和有意无意地存在着偷税漏税现象
,

因此
,

非常担心算老帐累计补税
,

名利皆失
。

( 5 )

怕落个
“
剥削” 名

,

担心戴上资本家帽子
。

有的说
, “

这几年赚了钱都盖 了厂房
,

增加了设

备
,

自己没有得利
,

如果说这样的雇工经营算剥削
,

戴这个帽子太冤枉了
” 。

有的说
, “ 听

说对个体
、

私营要砍
,

资金也不给贷了
,

又说雇工是剥削
,

党员不能雇工
。

我是个党员
,

真

怕戴资本家帽子
,

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

不是滋味
。 ”

从了解的情况看
,

不同身份的私营企业主的担心和疑虑
,

有不同的表现
。

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普遍感到政治压力大
,

想不通
。

他们说
,

过去党号召我们带头办企

业
,

带领群众致富
,

我们这样做了
,

受到各级领导的表彰和支持
。

现在又说这是搞剥削
,

连

党员都当不成了
,

实在不公平
。

他们中的不少人对私营企业的前景持消极观望的态度
,

有些

人在生产经营上于干停停
,

坐 以待变 ; 有些人维持现状
,

不再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 有些人则

想方设法改头换面尽快转变企业性质 以求名利双保
。

写了入党申请书的私营企业主
,

普遍感到入党无望
,

政治上产生失落感
,

认为搞私营企

业政治上既无前途
,

又 冒风险
,

想打退堂鼓
。

据统计
,

石家庄地区 私 营企业主中有了24 人写

了入党申请书
,

现在普遍反映
,

我们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
,

有关文件明确私营企业有剥削
,

业主不能入党
,

在政治上更无位置了
,

更将成为社会最低层人了
。

行唐县 日杂门市部经理孟

应虎说
,

我本来是很要求进步的
,

现在成为剥削者
,

入不了党了
,

干私营没有前途
。

最近他

把经营规模与县国营日杂门市部差不多而营业额还要略高一筹的商店卖给别人
,

洗手不干了
。

一些普通的私营企业主对有关政策普遍不理解
。

有人说
,

我办企业是想干一番事业
,

为

社会做些贡献
,

不分昼夜地干
,

如果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

赚钱再多也不干
。

有的说
,

大

政策说不变
,

但小政策老调整
,

一不货款
,

二进货渠道卡死
,

三赚钱的买卖都搞了专营
,

慢

慢地都不会让我们干了
。

3
.

行为取向
:

停业待变
,

另辟蹊径

据了解
,

当前石家庄地区私营企业主的动向
,

有以下几种表现
:

( 1 ) 辞退工人
,

停业观望
。

这多属资金周转比较困难
,

产 品大量积压
,

生产经营无法

维续下去的企业
,

被迫辞退工人
,

暂时停业
,

但目前尚未在工商部门注销
,

准备等待观望一

段时间再决定歇业或维续再干
。

这种情况 目前在私营企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

( 2 ) 缩小规模
,

转为个体工商户
。

这类企业经营规模一般不太大
,

雇用十几
、

二十几

个工人
。

他们主要担心政策有变
,

被戴上资本家帽子
。

特别是去年秋冬之交
,
一些经营规模

较小的私营企业纷纷辞退雇工
,

缩小规模
,

要求改变为个体户
。

如辛集市就有 2 78 家私营企

业缩小了规模
,

到工商局注册改为个体工商户
。

( 3 ) 坚守
“
集体

”
牌号

,

不肯划出来
。

据初步统计
,

目前石家庄地区挂集沐企业 (乡



县办或村办企业 )招牌实际是私营企业的
“
假集体

”
共 5 5 0户

,

其中由承 包或租凭集体企业

逐步演变为私营企业的约 占18 % ; 为便于生产经营而形成的
“
假集体

”
约 占48 % ;

城乡有关

部门为追求社区经济增长速度或扩大社区经济收益而形成的 占35 %
。

按照 《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 的规定
,

这类企业都应当从集体企业中清理出来
。

1 9 8 8年有不少
“
假集体

” 企业主主动

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改为私营企业
,

但去年要求更改企业性质转为私营者较少
,

相反
,

无论

如何动员许多这类假集体企业也不肯从集体企业中划出来
。

( 4 ) 想方设法转为集体或国营企业
。

有这种想法的绝大多数是已有相当规模
,

固定资

产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
,

雇工 10 0多人
,

生产经营情况较好的私 营 企业大户或党员私营企业

主
。

这类企业不可能一下子收缩为个体户
,

从不同的动机和 目标出发
,

力争转为集体或国营

企业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全区已有 6 %的私营企业转为集沐企业
,

而正在积极为转为集体

企业奔走的为数不少
。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
,

转为集体企业的有几种不同的动机和形式
:

一是将企业资产无偿交给集体或国家
。

这些人多数是老党员或劳模
,

他们认为过去是响

应党的号召带头致富办起的企业
,

现在应将全部资产交给乡镇或村集体
,

作为集体共有的财

产
。

如元氏县政协常委何建仁己经打了报告
,

要求将几个人合伙办的固定资产达 50 万元的建

筑队无偿交给村里
。

但这样的人目前还是少数
。

二是为寻求靠山和出路而转为集体的
。

如蔡城市福利玻璃厂因资金周转困难
,

希望享受

集体企业减免税的优惠
,

提出转为集体
,

市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个企业中有不少残疾人
,

为使 ;

其能够发展而允许挂靠集体
,

成为乡办企业
。

还有的企业担心政策变或为取得生产经营和销

售的有利条件而转为集体企业的
,

如政府规定不准私营企业搞医药批发和废旧 有色金属加工

业务
。

他们就靠挂集体
,

以集体企业名义继续生产经营
。

目前这类私营企业为数不少
。

三是甩包袱
,

乘机将负担转给国家和群众
。

有些生产经营情况不好
,

欠银行贷款多的私

营企业
,

想采取转为集体企业的方式甩掉包袱
。

如元氏县马村皮件厂是村支书和村干部等四

人合伙经营的
,

原 自称村办企业
,

1 9 8 9年 1月转为私营企业
, 1 9 9 0年 1月他们又以村委会的

名义决定将企业作价卖给村里
,

固定资产 15 万元由村里逐步归还
,

同时又登记为集体企业
,

但实际上仍由他们承包经营蚕名利双收石

四是为保平安
,

与集体联营
。

如全国劳模
“
十佳农民企业家

” 、

菜城市政协副主席
、

村

总支书记武吉龙独资筹建的工业硅公司
,

固定资金 10 0多万元
,

是一个很 有发展前途 的科技

型和外向型企业
,

正在开发的新产品水平可达世界前列
。

他连续多年承包多家国营或集体办

的工业硅企业的生产经营
,

获得相当数量的承包金 (据估计约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 )
。

财

税大检查被罚补税 30 万元
; 后又听到有关文件对待私营企业的某些精神

,

更感到政治上的压

力
,

曾向市委和市政协写报告
,

要求将企业无偿地交给国家
,

但又实在舍不得
,

内心一直矛

盾
,

现在又提出与集体合营
,

办一个既是集体又是私营的股份公司
。 座谈时

,

他陈述了自己

的想法
,

说 : “
人不可能没有私

,

但达到一定程度
,

就想搞一番事业
,

而不是为了赚一些钱

了
。

如果搞私营企业
,

既要承担经济上的风险
,

又要承担政治上的风险
。

出头的椽子要先遭

难
。

不如这样做 (意指搞联营 ) 保险
” 。

五是以取得或保住国家干部的位置和高额收入为条件转为集体的
。

如行唐县乔鸿森负责

经营的充电设备厂
,

是 1 9 8 4年在县委统战部和县政协的倡导和帮助下
,

由台侨属集资 (共 25

股
,

每股 1 0 0 0元
,

其中乔占15 股 ) 建立起来的
。

由于这个厂是以台侨属名义办起来的
,

作为

对台工作的一个窗口
,

而得到各方面在贷款
、

场地
、

原料等方面的支持
,

同时也由于乔善于



经营管理
,

注意产品的技术改造和更新换代
,

该厂生产的充电系列产品被评为省优
,

并经国

家批准免税两年
。

1 9 8 7年 1 1月为便于生产经营由县二轻系统代管
,

更受到一些优惠待遇
。

因此
,

`

这个由2
.

5万元起家的企业
,

到 1 9 8 9年经核定 已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达 2 40 多万元
,

翻了近

十番
。

乔本人 1 9 8 7年由县委统战部发展为党员
,

由二轻局吸收为国家干部
,

并获得电子工程

师职称
。 1 9 8 9年年底

,

乔事先未与县委统战部
、

县政府商量
,

也未经董事会议讨论
,

擅自召

开股东会议
,

以每股可分得五万元同时可由厂招收两名合同工为条件诱之
,

在乔事先准备好

的议定书上按上指印
。

这个议定书决定将企业现有资产的一半
“ 贡献

”
给国家

、

企业正式转为

国营或集体企业
。

另一半则按每股五万元分掉
,

由企业逐步发给
。

乔由此可分得 75 万元
,

企业

实雨丈七仍由乔承包
。

乔在座谈中表 白这样做的理由是
, “

交二轻 后 变 为 集体企业
,

就保险
_
.

了
,

而且又得到实惠
。

如果继续作为私营企业办下去
,

在各方面都会受到歧视
” 。

至于每股

分得的超额红利
,

是否应交纳调节税
,

乔认为
, “

我们 已贡献了一半给集体
,

当然不应再交

调节税了 ! ”
再如

,

冀城市冷藏技术研究中心秦海军
,

于 1 9 8 2年集资 9 万元 兴办一座冷藏

库
,

由于技术和管理比较先进
,

投资少
,

效益高
,

很快在石家庄地区打响
,

后来又筹建河北

省菜城市制冷拉术研究会
,

同科技专家合作进一步提高了制冷技术和冷库设计水平
,

并在一

些省
,
市农村推广

。

先后 自建冷库 5 座
,

帮助别人建库 20 。多座
。

为此
,

于 1 9 88年获
“

中国农

业部科技进步
”
三等奖和

“
中国首届星火科技奖

” ,

并被选为
“
中国百名农村致富能手” ,

人称
“
冷藏大王

” 。

据估计
,

秦个人已拥有资产近百万元
。

最近
,

他多次主动向市政府提出

把他的两个冷库转为国营或集体
,

条件是将他转为国家干部
,

把家属农转非
。

座谈中
,

秦讲
:到他的想法是

: “ 干个体没有前途
, 贡献再大仍然低人一 等

,

不如转为国家干部
,

为国家干点

事
,

安安生生
。

竺又如寨城市梅花镇罐头厂田友海 (党员 )
,

拥有固定资产近 50 万元
,

他愿

意将企业交给集体
,

但条件是要保证一家四 口年收入不低于 2 万元
。

( 5 ) 维持现状
,

不再扩大生产
。

这多是中等规模的私营企业主
,

他们的摊子 已经辅开
;

了
,

偏小规模变为个体户已不可能
,

’

关门歇业又舍不得
,

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
,

但也不

再追加投资
,

干一天算一天
。

如草城市城关电气焊厂刘贵辰说
: “

我从报纸上看不出政策有

变化
,

但
’

F边气氛有些紧张
,

国家比以前管得严了
,

说雇工 8个算剥削
。

因此
,

现在有人要

求烈我这里学技术
,

:

我也不敢收
。

以前我经常做点商品活
,

现在也不敢做了
,

只搞点加工
。 ”

寨城梅花罐头厂田友海说
: “

现在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

生产干干停停
,

维持现状
,

已退掉

1 0 0 0多吨的订货合同
。 ”

( 6 ) 退股散仇 关门收摊
。

如去年辛集市就有 1 23 家退股散伙关门停业
。

二
、

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造成石家庄地区私营企业出现上述严峻形势的原因是很多的
,

既有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中

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

也有客观因素的影响 , 既有过去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难题
,

也有外部环境

变化产生的新矛盾催化
。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l 一 私营企业自身特有的弱点和弊端的总爆发

私营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弊端
,

积累了一些间题和矛盾
,

长期影响和制约着

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

在经济过热和经济秩序不健全的环境中
,

这些间题和矛盾暂时潜伏下

来
,

而当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就一下子爆发出来
,

形成了相当严峻的局面
。

嘎l) 私营企业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
,

生产经营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
,

私营企业主的

!

口.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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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动机十分突出
,

而社会责任感则
一

相当缺芝
。

在经营项目的选择和生产经营规模的碱定上

往往见利就上
,

盲 目上马
,

一哄而起
,

具有较大的育目性和 自发性
。

如晋县私看电现万定亡广

共
.

1 05 户
,

生产能力达 2 40 万米
,

而可销能力只有 80 万米
,

造成生产过剩
,

一

产品大量积压
,

现

在绝大多数企业被迫停产
。

女摘奠城在二三年 内就建起 2 53 座冷库
,

其中7 0%是民办企业
,

储

藏量达 1。万吨
,

石家庄地区儿 个市县现有1 2 0 0多座冷库
,

形式上轰轰烈烈
,

实际上大大超过

了铃储的需求量
,

加之去年夏秋之后市场疲软 , 以致户户亏损
,

造成进退两难的境地
。

( 2 ) 私营企业是非计划经济
、

生产经营活动全靠市场调节
,

其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路

均无固定渠道
。

过去私营企业利用自由支配资金的特殊优势
,

在生产经营中钻双划!制和经济

秩序紊乱的空子
,

以 “
金钱铺路

” ,

靠
“
好处费

” 、 “
提成

” 、 “ 回扣
”
等不正当手段来打

通采购
、

销售
、

运输
、

信贷等环节
,

但靠这些歪门邪道来维持 的 生 存 和发展
,

终非 长久之

计
。

尤其是国家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
,

加弧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之后
,

一些原来同国者企业

争原材料
、

争能源
、

争市场的私营企业就显得更加困难
,

有些 已濒临绝境
。

如覃城市一些私

营轧钢厂
,

就因原材料不足
,

被迫停业
。

如行唐县私营企业主韩二增兴办的碳化硅厂
,

盲 目

上马 ,
贷款投资 80 万元

,

这个厂耗电量占全县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

已濒临绝境
。

石家庄地区

是重要产棉区之一
,

近几年来
,

因纺织品利润率高
,

私营的小纺织业遍地开花
,

一直存在着

同国营和集体企业争原料的矛盾
,

棉花实行专营之后
,

这批小纺织厂已无生机
。

( 3 ) 私营企业的发展多数处在起步的阶段
,

相当一部分的私营企业设备陈旧简陋
,

生

产工艺落后
, 多是以较低价格从国营和集体企业购进淘汰下来的陈旧设备进行生产的

,
耗能

大
,

产量小
,

劳动强度高
,

生产效率低
,

生产方式主要是密集型和粗放型的
,

产品质量二般

比较低下
,

而在国营和集体企业的竞争能力普遍提高
,

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情况下
,

竞争扫

益激烈
,

去年秋冬之交市场疲软
,

私营企业在竞争中越发处于不利地位
。

如无极县一家私营

碱厂
, 1 98 8年投资 3万多元

,

因产品质量不过关
,

全部积压而破产
。

( 4 ) 私营企业主 80 %以上来 自农村
,

文化素质偏低
,

大多数缺乏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知

识和能力
,

对国内外市场信息不灵
,

仅凭 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本领办企业
.

习惯于小商品生产

的一套作法
,

在企业管理上有较浓厚的宗法家长式的封建色彩
,

短期行为比较普遍
, `

经不起

较大风浪的考验
。

如莫城市前进食品包装厂
,

由于业主缺乏应有的管理经验和商品知识
,

技

术水平低下
,

盲目购进 3QOO多吨塑料不能用于生产
,

造成上百万元的资金积压
,

而不得不停

业
。

( 5 ) 有些私营企业是由几个人合伙投资兴办的
,

由于在个人利益和分配等方面产生矛

盾
,

造成内江
,

以致抽资分财
,

企业倒闭
。

2
。

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私营企业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因而在其生长发展过程中
,

不

能不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

综观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 1 ) 经济过热环境下
,

私营企业的超速增长是当前出现严峻形势的深层原因
。

私营企

业的崛起
,

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

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起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

但其超速

度的发展
,

却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
。

相当的一段时间内
,

在经挤过热和

社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

一些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过分重视了 微 观 搞活
,

而忽视了宏观调

控
,

在产业结构
、

产品结构
、

资源配置及资金投放等方面缺乏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
,

对私营

企业重鼓励
,

轻引导 , 重扶植
,

轻调控 , 重发展
,

轻限制
,

在
“ 四个轮于一齐转

,

适介淮
一

「



谁就千
,

个人集体都发展” 的思想指导下
,

又在贷款
、

税收
、

场地
、

资源等方面大开绿灯
,

从而助长了私营企业 自发性
、

盲 目性的膨胀
。

重复建设
,

重复生产
,

盲目上马的现象相当普

遍
,

造成了结构失衡和对有限资源
、

资金的浪费
.

既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发

展
,

也不利于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

由超速增
一

长而形成的隐患虽时有显现
,

但在经济过热和

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下
,

或视而不见
,

或就事论事
,

未能引起重视
,

以致问题越积越多
。

在

治理整顿工作深入
,

国家加强宏观调控
,

特别是加强了对资金
、

原材料
、

能源的控制
,

而市

场出现疲软的情况下
,

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同时国家又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监

督和管理
,

这些由超速增长而潜伏 日久的矛盾 日趋尖锐化了
,

从而出现了目前私营企业发展

中的严峻形势
。

这固然给私营企业的生长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

但是如能 以此为契机
,

正确

引导
,

合理调整
,

这种
“
阵痛

”
却有柯促进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

而焕发其生机和活力
。

( 2 ) 管理体制上的严重缺陷
,

也是私营企业不能稳定
、

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

长

期以来
,

在政府序列中
,

还没有对私营经济的主管部门
,

工商
、

税务部门只是在一定范围和

一定程度
_

七参与了对私营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

如在登记发照
、

征收税费
、

查处违法经营及产

权纠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但对企业的协调发展
,

经营方向以及产品结构等方面则很少进

行指导和监督
,

至于企业产
、

供
、

销及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更无人关心和过间了
。

对于私营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处于自流状态
,

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没有党
、

团
、

工会组织
,

私营企业主协会也都没有建立起来
,

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很少甚至不过组织生活
。

管理体制

和管理机制上的严重缺陷
,

造成对私营企业失控的局面
。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
,

国家强化了对

私营企业的行政管理和税务征管工作
,

’

同时又在经营范围
、

资金融通
、

能源分配等方面进行

了限制
, 一松一紧

,

反差很大
,

私营企业主误以为政策巨变而惶恐不安
,

因此
,

原来一些缺

乏坚实的生存条件和原来就没有发展可能的私营企业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
,

有些企业也必然

要被淘汰
。

( 3 ) 舆论导向上的变化和理论上的进一 步明确
,

是私营企业主心态失衡的重要原因之

一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由于政策上的倾斜和着重纠正
“
左

” 的错误思想
,

因而社会舆

论和新闻媒介对私营企业的正面宣传报导较多
,

鼓励发展成为
.

主旋律
。

在理论上
,

有些人片

面强调私营企业的积极作用
,

甚至把私营企业曲解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

否认由雇佣

劳动关系必然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

或者把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经过多种分解而轻描淡

写成微不足道的了
,

进而把私营企业主归属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

有人还把私营企业主称之为
“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 ,

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共产党员等等奇谈怪论
。

这些都不同

程度地造成私营企亚主全面正确认识 自己的心理障碍
。

近来 中央 报 刊陆续刊出了一些批判
“
私有化

” 的文章
,

报导了一些揭露个体工商业
、

私营企业弊端和违法的事例
,

强调了加强

管理监督的必要性
。

在对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中
,

触及私营企业主占有雇工剩余劳动和

超额收入问题
。

各地的新闻媒介也作了相应的宣传报导
。

加上社会上的种种谣传
,

形成了
-

股相当强烈的心理压力
,

使私营企业主们如坐针毡
,

寝食不安了
。 “ 十佳农民企业家

”
武吉

龙概括当前私营企业主的心理态势时只说了两个字—
“ 恐惧

” ,

一语道破了他们的紧张程

度
。

三
、

对策研究

如前所述
,

当前的严峻形势
,

是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综合作 用 长期 积累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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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理整顿的阶段性反映
,

是暂时的困难
。

这种情况表明
,

私营企业在经厉了大起大落
之后

,

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

面临着新的选择
。

1
.

从调查的情况看
,

要走出困境
,

走向稳定
、

协调
、

健康发展的道路
,

关键在于对当

前形势及其成因的深刻认识
。 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 回顾一下过去

,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私营

企业在其生长过程中
,

超速增长和大幅度下降即大起大落
,

都是非正常的现象
,

是一种违反

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
,

都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失和困难
。

因此
,

要使其能够持续
、

健

康的发展
,

必须是稳定的
、

协调的发展
。

而要达到稳定
、

协调的发展
,

则必须从国情出发
,

从全局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

根据资源
、

资金
、

市场的实际情况
,

对各种经济成份统筹安

排
,

对产品
、

产业结构合理布局
,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

使私营企业适度发展
,

以充分发挥其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作用
。

私营经济是一种非计划经济
,

其经济运行与市场需求紧

密相联
,

在很大程度上靠市场调节
。

但我国的私营经济
,

是在国家控制和管理下的一种非社

会主义的经济成份
,

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

国家可以运用行政的
、

法律的
、

经济的手段

进行调节和控制
,

而且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已经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相联系
,

生产规模
,

生产
「

方式
、

产品结构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制约
。

因此
,

我们完全有条

件进行宏观调控
、

加强管理和领导
,

有条件使之服从于全局的需要和经济发展 的布局
。

私营

企业持续
、

稳定
、

协调
、

健床地发展
,

关键在于我们的正确引导和监督管理
,

也就是在于如

何实现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领导 jbJ 题
。

调查的情况表明
,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失误
,

最关

键的一条是放任自流和盲目扶植
。

实践还证明
,

实现领导不是一句空话
,

不是
一

个口号
,

是

要通过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切实的即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的
。

根据调查研究
,

我们认为
,

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局势
,

首先要解 决 以 下三个间题
:

( 1 ) 在指导思想上
,

应当明确
,

今后私营企业必须在各级政府领导下
,

有计划有控制地发

展 , ( 2 ) 各级地方政府
,

在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
,

在对各种经济成份统筹安排的基础上在

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
,

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私营经 济的 发 展 规划
,

有步骤
、

有计划

地
、

有控制地发展 , ( 3 ) 对于现有私营企业分类排队
, 区别不同情况

,

采取必要的措施
,

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

理顺各种关系
,

健全管理制度
,

使无序走向有序
。

2
.

抓好形势教育
,

全面宣传党对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
,

是稳定人心的一个关键
。

当前私营企业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企业主心态严重失衡
,

怕字当头
。

据石家

庄地区的调查来看
,

从总体上说
,

几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
、

方

针
、

政策的
,

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也懂得党的政策是他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

他们

当前出现的疑惧
,

_

也表明他们对政策稳定的迫切愿望
。

因此
,

在当前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

的情况下
,

因势利导
,

帮助他们认清形势
,

坚定信心
,

化消极为积极
,

共同克服困难
,

是巩

固安定团结局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而进行这项工作
:

( 1 ) 加强对私营企业主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
。

当前应当引导他们学习五中全会的有

关诀定
,

以五中全会的精神提高他们对形势的认识
。

通过学习
,

使他们认识到当前出现的经

济困难
,

是在纠正和克服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

随着治理整顿

的深入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

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

而经过治理整顿建立起良好的经济

环境和经济秩序
,

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长期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发展
,

也有利于私营企业的

健康发展
。

同时妥重申党对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
,

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的
,

是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

因而是长期的
、

稳定的
。

但也要使他们理解
,

他们目

前所感到的一些政策变化
,

是已有政策的实施
、

管理工作到位所引起的错觉
。

有些间题如信贷

紧缩
,

原材料和能源的控制
,

则是由于经济紧缩的连锁反应 , 有些措施
,

·

则是纠正过去的失

误而进行的必要调整 , 还要指出
,

总方针总政策是不会变的
,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

对一些具

体政策进行修正
、

补充
、

完善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为了更好地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
。

在认

清形势的基础上
,

还必须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

树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

勇于承担暂时

的困难
,

共同克服困难的责任
,

以加速形势的好转
。

实践证明
,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

对于稳

定私营企业主的情绪
、

调动其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

如 1 9 8 9年秋冬之交
,

无极县委针对私

营企业主动荡不安的情况
,

两次召开县委常委会分析研究
,

专门下发文件
,

重申党的政策
,

并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召开私营企业主座谈会
,

深入宣传党的政策
,

使全县私营企业主的思想

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

并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搞好生产经营
。

据了解
,

到 1 9 8 9年年底
,

全县私

营企业共 125 户
,

与去年同期相比
,

不 仅 没 有下降
,

反 而 增 加了一户 (新办 3 户
,

停业 2

户 )
,

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

但应当看到
,

由子当前经济困难还相当严重
,

经济环境和经济秩

序还在清理整顿过程中
,

也还会有一些新的间题冒出来
,

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波动也不会经过

一两次教育引导而消失
,
对于他们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也不可能一戚而就

。

( 2 ) 要全面宣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
。

调查中的许多事实说明
,

私营企业主非常关心报

刊和其他新闻媒介对有关间题的宣传报导
,

他们视之为党的政策的寒暑表
、

晴雨计
,

对他们

的心理态势和行为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

主要表 现 在 两个间题上
:

一是对他们的估计和评

价 , 一是对党的有关政策的阐述和理论上的论述
。

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

经济地位
,

决

定了他们性格上的脆弱和心理上的多疑
。

为了稳定私营企业主怕政策变的心理态势
,

报刊和

其他新闻媒介在涉及私营企业间题的宣传报导上
,

要尽可能全面
,

在指出其消极面和弊端的

同时还要肯定其积极面和贡献
。

据石家庄地委统战部的调查了解
,

私营企业确实存在一些弊

病和消极因素
,

有的还相当突出严重
,

但就其总体而言
,

在近十年的发展中
,

石家庄地区的

私营企业对农村社会
、

经济的发展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一是为农村的工业化
、

现代化

做出了责献
。

据统计
,

石家庄地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农业生产为主
,

农业产值10

亿元
,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1 %
,

人均收入 84
.

5元
。

而经过十年发展
,

到 1 9 8 8年底
,

全区工业

总产值 5 2
.

9亿元
,

农业总产值 2 3
.

1亿元
,

工农业的比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私营企业的总产值

4 4 6 3 5
.

0 5万元 (不包括商
、

饮
、

服务等业的营业额 1 17 2 2
.

6万元 ) 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 3
.

8%
,

占

乡镇企业年产值的 12 % , 私营工农业总产值 3
.

6亿元
,

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76 亿元的 4
.

79 %
,

私营工业总产值 3 亿元
,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 52
.

97 亿元的 5
.

6% ; 其中支农工业约占 2 写
。

私

营企业 90 %在农村
,

目前全区已就地安排剩余 劳动力 3 9 1 3 6人
,

占全区农村劳动 力总 数 的

1
.

7%
。

促进了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 转化
,

出现 了户带村
、

村带乡
、

乡带县发展商

品经济的局面
,

应当肯定
,

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

对农村的工业化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

二

是促进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
,

全区已有70 多名私营企业主捐款 60 多 万 元
,

资助兴建医

院
、

学校
、

养老院以及修桥铺路
、

兴办自来水等等社会福利设施
。

三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提高

全区人均收入水平
,

脱贫致富做了贡献
,

如箕城市贾村在 1 9 8 2年前是个贫困村
, 1 9 82年起在

武吉龙的带领下
,

使全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

经过 7 年的努力
,

使全村 4 00 多户农民人均收

入达到 6 82 元
,

成为全区的冒尖村
。

此外
,

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经济建 设 和人民生活需要发

展睿需行业
、

利用当地资源开发新产业
、

新产品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
,

也都做出了有益

。

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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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

总之
,

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确如中央所明确指出的发挥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

的和必要的补充作用
。 “ 利大于弊

” ,

是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估计
。

在宣传和报导上片面地

过分地强调其积极作用
,

甚至把它说成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

当然是错误的
; 相反

,

片面地

过分地宣传报导其消极的一面
,

强调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对立
,

也是一 种片面性
,

是不符

合实际的估计
,

是对党中央关于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
。

我们认为
,

在宣

传报导中要防止这两种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的估计
。

江泽民同志去年国庆节会议上的讲话中

重申了党对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
,

是我们宣传报导的准则
。

其次在分析存在问题时也力求客

观
,

如石家庄地区私营企业较为严重的
“
盲目上马

” “
盲目发展

” “ 一哄而起
” 的问题

,

既

反映了私营企业主在趋利动机驱动下 自发性
、

盲目性的膨胀
,

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

济利益和经济过热指导思想下
,

盲目鼓励
、

扶植
,

掀起这个热
,

那个热
,

助长了这种不正常

现象的发展
。

总之
,

宣传指导的目的是
“
兴利抑弊

” ,

造成一个使他们既受到监督又可以生

存发展的舆论环境
。

3
。

从实际情况出发
,

区别不同情况
,

稳步地慎重地进行调整
。

当前石家庄地区私营企业急剧下降的原因虽然很多
,

但结构失调是中心一环
,

因此抓住

这个间题
,

从实际情况出发
,

区别不同情况
,

对那些重复建设
、

重复生产
,

一哄而起的企业

进行清理整顿
,

是当前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
。

石家庄地区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并取得了

一些经验
,

地区工商行政部门对灵寿县云母开采业的瘴理整顿
,

就取得良好的效果
。

灵寿县

是云母产地
,

矿藏丰富
、

年产量 2
.

5万吨
,

加工后制成系列眼镜产品
,
出口 日本

,

年创汇 3 00

万美元
,

但一段时间内
,

开采者蜂掬而上
,

各种企业林立达 120 多家
,

乱开 乱采
,

造成资源

的破坏与浪费
,

秩序极为混乱
。
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

,

有 步 骤 地 果断地进行清理整顿
,

砍掉了 33 家
,

保留了 84 家 (国营 1 家
,

集体 43 家
,

个体和

私营 40 家 )
,

并推动成立了集团公司
,

实行行业管理
,

既保护了资源
,

又使之走 上持续
、

稳

定
`、

协调发展的道路
,

经济效益有明显提高
,

经济秩序也日趋良好
。

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是
:
在调整过程中

,

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数
,

不能轻举妄动
,

要有关部门协调行动
,

要保护那

些既有生产能力又善于经营管理
、

产品适销对路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
;
对于那些 破 坏 资源

造成公害的企业
,

要坚决砍掉
,

不能姑息
。

石家庄地区在调整过程中还注意到以下几点
:

( 1 ) 对于那些有临时性困难 (如资金紧

张
、

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等 )
,

但其经营方向
.

、

经营效益
、

市场需求等方面有发展前途的

企业
,
则尽可能提供条件

,

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 保持生产的增长
。

如奠城市对 3 家生产有前

途而又能创汇的企业
,

帮助他们解决专用电力
。

龙极县对因资金紧张而影响生产的肉联厂贷

款 20 万元
,

等等
,

都取得很好效果
。

( 2 ) 对于那些已经超过本行业容量而又有条件转向其

他行业的企业
,

帮助他们创造条件
,

尽可能快地实现转移
。

( 3 ) 对于那些因国家规定限制

的项 目如小化肥
、

小纺织
、

小造纸厂等
,

由于在全区数量相当大
,

如马上下马
,

不仅会造成

较大的经济损失
,

相当数量的银行贷款还不了
,

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

因此
,

采用稳步

解决的方针
,

分别情况
,

创造条件
,

逐步消解
,

而不是简单的关掉了事
。

( 4 ) 对于那些同

国营企业争能源
、

争原料
、

争市场的企业
,

原则上要加以调整
,

但也是力隶不造成或减少经
济损失

,

帮助他们另找出路
。

调整工作
,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而情况相当复杂的工作
,

石家庄

地区这些做法值得参考
。

关于一些私营企业主 (主要是一些大户 ) 要求将企业的资产或一部分资产交给国家或集



体
,

以改换企业性质为国营或集体企业 的问题
,

我们认为应保持清醒头脑和审慎态度
。

从石

家庄地区调查情况来看
,

一是这一举措
,

是迫于形势和压力
,

源于对政策的疑惧和误解
,

而

非出于 自愿
; 二是动机各异

,

有的是为了
“
保险

” 。

有的是为达到
“
名利双收

” 之目的
。

有

的是交留各半
,

在捐献名义卞
,

合法地抽逃资金
,

偷漏调节税
。

有的是放出气球进行政策试

探
。

有的是想趁机把困难转嫁集体或国家
。

据我们了解
,

这种企业在生产经营和销售等方面

大都是有发展前途
,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没有多大困难的企业
,

这更可说明
, “

醉翁之意不在

酒
” 了

。

再者
,

关于产权转让
,

企业性质变更
,

债权债务的清理以及在企业转交时对原企业财

产中分割为私营企业主和股东所得部分如何对待
、

是否交纳调节税及税率如何确定
,

等等
,

目前国家尚无相应的法律规定
。

还应考虑到
,

.

在当前私营企业主普遍心怀疑惧
,

犹如惊弓之

鸟的态势下
,

如果贸然处之
,

将会产生新的冲击波
,

不利于人心稳定
。

因此
,

对这类问题
,

应 慎 之又慎
,

即使完全出于自愿
,

也要劝其维持原状
,

继续搞好生产经营
,

看一段时间再

议
。

有一些设想
,

认为可以做一些试点
,

对于个别党员和真正 自愿的
,

可考虑集体或国家参

股
、

联营
、

合营
、

合作等方式
,

逐步扩大公有制的比重
,

分阶段有步骤地过渡
,

从中总结经

验
,

这虽不失为一种办法
,

但也要
“
三思而行

” 。

关子清窟
“ 假集体” 的问题

,

也是一个政策性很强而情况又相当复杂的问题
,

现在进展

缓慢
,

阻力很大
,

原因有四
:

一是挂着集体企业牌号的私营企业主怕划出后失去优惠条件和

生产经营上的种种有利条件
,

又怕划出来后清算其既得优惠利益 , 二是乡镇村及街道等单位

不愿失丢财源
, 三是一些 “ 假集体

”
产权关系混杂

,

不易分清 ; 四是当前形势在一些人心理

上的压力
,

怕沽上
“ 私 ”

字
。

因此
,

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

制定相应的法规
,

区别不 同情

况
,

有步骤地加以分解
,

将确属 `假集体
” 的私营企业分离出来

。

4
.

健全体制
,

加强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
。

长期以来
,

体制不完善
,

管理混乱
,

甚至形成
“
管理真空

” ,

是私营企业盲目发展的重

要成因之一
。

去年以来
,

管理工作有所加强
,

但体制问题并未解决
,

多头管理
,

政出多门
,

各琅所
“需

” ,

乱收费
、 ’

滥摊派的现象仍然存在
。

在当前经济困难
.

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

完

善体制
,

加强管理
、

引导的问题就更为突出更为紧迫了
。

` ’

实践一再证明
,

对私营企业的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

需要综合治理
,

统一领导
,

不是那

一个部门主管一下能够解决何题的
,

任何一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办法来处理问题是搞不

好的
。

必须完善管理体制
,

实现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
。

至于统一领导的形式如何可以进行探

索矿调查中
,

石家庄地委统战部建议
,

成立有工商
、

税务
、

劳动等政府有关部门和统战部
、

士商联参加的联席会议
,

并由主管党群的书记
、

主管经济的县长主持
,

定期研究有关私营企

亚方面的向题及其解决办法
,

以统一思想
、

统一行动
、

加强领导
。

也有的建议
,

在县 以上设

立 “ 私营企业管理领导小组
” ,

由政府有关部门 责 人 参 加
,

并 由一名 政 府 负责人担任组

长
, ;

以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统一领导
,

协调各部门的关系
,

对本区的私营企业统筹规划和正确

引导
。

小组 日常办事机构可设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

我们认为
,

这些建议有利于健全管理体

制和加强统一领导
,

可以通过实践
,

总结经验
,
逐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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