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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鄉鎮企業產權制度與其變革 
 

改革以來，異軍突起的中國大陸鄉鎮企業以其成長的高速度引起世界的廣泛

注意。進入 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鄉鎮企業，尤其是集體體制的鄉鎮企業正在

經歷著一場急速的產權改革。這場產權改革，以企業產權的重新界定、轉讓和重

組為主要內容，且正在改變鄉鎮企業發展的制度基礎和投資環境。 

在本章節，將探討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背景，產權制度改革的內容，以

及主要產權形式和其特徵。 

 

 

 

第一節  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背景 

  

經過 20多年的改革，中國大陸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鄉鎮企業外部經營

環境的這種變化，給鄉鎮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90年代中期以來，鄉

鎮企業的發展速度逐漸放緩，鄉鎮企業的發展遇到了障礙。從 1994年開始，鄉

鎮企業的發展開始急速減緩。到 1997年底，儘管鄉鎮企業從總體上仍然取得了

很大的成績1，但是與 1993年相比各項指標均有相當大的距離。鄉鎮企業產值增

長幅度明顯回落，平均效益持續下降2。 

 

 

                                                 
1 根據鄉鎮企業年鑑資料，1997年全國鄉鎮企業擁有固定資產原值為 19,427億元，平均每戶達
到了 9.62萬元；完成增加值 20,740億元，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27.7%；完成工業增加值 15,037
億元，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 47.3%；上繳國家稅金 1,526億元，佔全國稅收收入的 20.4%；出口
交貨值為 6,747億元，佔全國出口交貨值的 36.1%。中國鄉鎮企業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鄉鎮
企業年鑑 1997(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頁 85。 
 
2 鄉鎮企業增長速度明顯回落。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增長速度曾連續兩年超過 50%。此後，
其發展速度開始放慢，增幅開始回落。(見表【表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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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表 
                                                  

單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增

長

率 
22.4 52.3 65.1 35 33.6 21 18 17.4 12.1 7.1 8.5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鑑(北京：中
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 11月)，頁 25∼26：中國鄉鎮企業年鑑編輯部，中國鄉
鎮企業年鑑 1998∼2002(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伴隨著發展速度的下降，鄉鎮企業出口創匯的增長速度也出現了大幅度回

落。【表 3-2】提供的數據表明，鄉鎮企業出口交貨值增幅最高曾達到 83.5%，

而 2001年降到了 10.72%。 

 
 

【表 3-2】鄉鎮企業出口增長速度表 

                  單位：億元、%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出口交貨值 669.9 1192.8 2350.4 3398.3 5394.5 6007.8 6946.5 

增長率 34.1 73.8 83.5 34.5 68.3 20.5 16.8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 ─ ─ 

出口交貨值 6853.6 7743.5 8669.4 9598.8 ─ ─ ─ 

增長率 2.5 12.9 11.96 10.72 ─ ─ ─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鑑(北京：中
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 11月)，頁 25∼26：中國鄉鎮企業年鑑編輯部，中國鄉
鎮企業年鑑 1998∼2002(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進入 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內

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成熟和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使鄉鎮企業面臨著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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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新的挑戰，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鄉鎮企業本身的一些問題也突現出來。 

 

 

  一、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 

 

 經過 20幾年的發展，中國大陸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

程中，宏觀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產生的影

響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一) 國內市場環境和政策的變化 

 

 鄉鎮企業發展之初，中國大陸還處在完全的計劃經濟時代，市場經濟基本上

還沒有發育。當時的國有企業完全按照中央的指令性計劃安排生產，缺乏活力，

其生產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鄉鎮企業的發展一開始就面向市場，

生產市場亟需的各種產品，並能迅速應對市場的變化3。所以，在當時的市場上，

鄉鎮企業是一技獨秀，很容易找到市場出路。但是，隨著市場體制改革的不斷深

化，這一狀況發生了變化。 

  

一、鄉鎮企業面臨著市場主體多元化的挑戰 

  

在改革初期，鄉鎮集體企業憑藉靈活的經濟機制，取得了比國有企業高得多

                                                 
3 鄉鎮企業在發展初期，就具有相對豐富的市場機會，迅速進入到受壓抑的產業部門，如輕工業，
從而佔領了市場。而且，鄉鎮企業沒有被納入計劃經濟軌道，一開始就是在計劃外的供給和需求
渠道上進行經營的。常修澤等合著，中國企業產權界定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 12月)，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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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效益。然而，當各種所有制企業都進入市場經濟中運行時，鄉鎮集體企業

原有的靈活機制也就相形見拙了。(參見【表 3-3】) 

 
 

【表 3-3】中國大陸不同所有制工業總產值指數 

                                                        
單位：億元 

年份 工業總產值 
國有及國有

控股企業 
集體企業 個體企業 

其他類型 

企業 

1978 113.55 114.44 110.58 ─ ─ 

1979 108.81 108.88 108.57 ─ ─ 

1980 109.27 105.61 119.24 ─ ─ 

1981 104.29 102.53 109.01 234.57 131.60 

1982 107.82 107.05 109.54 178.95 127.73 

1983 111.19 109.39 115.53 220.59 133.90 

1984 116.28 108.92 134.85 197.47 156.81 

1985 121.39 112.94 132.69 189.60 139.54 

1986 111.67 106.18 117.97 167.57 134.16 

1987 117.69 111.30 123.24 156.59 166.39 

1988 120.79 112.61 128.16 147.34 161.53 

1989 108.54 103.86 110.48 123.77 142.68 

1990 107.76 102.96 109.02 121.11 139.33 

1991 114.77 108.62 118.40 125.29 150.11 

1992 124.70 112.40 133.30 147.00 164.80 

1993 127.30 105.70 135.00 166.20 192.50 

1994 124.20 106.50 124.90 156.30 174.30 

1995 120.30 108.20 115.20 151.50 137.20 

1996 116.59 105.13 120.88 120.00 123.77 

1997 113.10 101.03 110.21 115.38 130.18 

1998 110.75 100.10 109.10 114.70 125.29 

1999 111.58 108.80 106.00 114.35 127.60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 2000(北京：中國統計
出版社，2000年)，頁 409。 

 

從【表 3-3】中可以看出，在 1978∼1999年，國有工業的年增長速度在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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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低於 10%，集體工業的年增長速度在 80年代和 90年代前半期的多數年份高

於 20%，個體和其他所有制工業的年增長速度在 80年代和 90年代前半期的多數

年份高於 30%。在 90年代後半期，國有、集體工業增長乏力，個體工業的增長

速度明顯下降，而其他所有制工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4。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被推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潮，國有企業也

逐步搞活，不斷引入市場機制，憑藉其雄厚的經濟、技術基礎和人才儲備，躋身

於市場之中，其市場競爭能力逐漸增強。鄉鎮企業將和國有企業處於同一市場主

體地位，分享市場利益。5這一變化無疑也必然會增加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競

爭和摩擦。因此，鄉鎮企業目前正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的挑戰。另外，鄉鎮企

業在具體的市場運作，如價格制定、選擇買主、銷售地區等方面都有限制。(參

見【表 3-4】) 

 

【表 3-4】鄉鎮企業市場運作限制分析 

單位：% 

國有 鄉鎮 
項目 

無限制 有些限制 完全限制 
無限

制 
有些限制 完全限制 

制定價格 19.6 54.2 26.2 63.0 28.2 8.8 
選擇買主 75.5 19.8 4.2 90.2 4.9 4.9 
銷售地區 77.3 18.0 4.6 90.6 4.9 4.5 
決定產品

結構 
─ ─ ─ 69.4 25.0 5.6 

資料來源：張平，「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行為比較」，改革(北京)，1995年第
1期，轉引自常修澤等合著，中國企業產權界定(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月)，頁 95。 

 

                                                 
4 陳朝陽、林玉妹編著，中國現代企業制度(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 10月)，頁 31∼36。 
 
5 邱風，「國企改革的理論困境與進一步改革的探索」，財經研究(上海)，2001年 6月第 27卷第 6
期，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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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崛起則從另一個方面衝擊著鄉鎮企業。三資企業有著

先進的管理經驗、充足的資金和有競爭力的薪金，從而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佔有

方面都較鄉鎮企業有優勢6。而民營企業的崛起對於鄉鎮企業來說則是更大的威

脅，民營企業在管理體制上要比鄉鎮企業靈活得多，這使它們可以更加迅速地應

對市場的變化，而且，民營企業沒有鄉鎮集體企業所承擔的各種社區發展方面的

負擔。這樣鄉鎮企業尤其是鄉鎮集體企業原有機制的相對優勢就減弱了，在日益

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失去了其最初的發展潛力7。 

  

而且，隨著企業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大陸也逐漸擺脫了短缺經濟的困

擾，從賣方市場過渡到了買方市場階段，許多商品都由短缺轉變為過剩8。特別

是近年來，由於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購買力不足，而城

市居民也出現消費需求不足的現象，消費品市場低迷，許多產品出現積壓和滯銷

狀態。這些都直接影響了鄉鎮企業的發展。 

  

二、國家政策的變化 

                                                 
6 從 1983年到 1991年，中國大陸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在制度供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陸
續公佈了一系列關於外商投資者的法律法規，這使三資企業獲得了穩定的增長，成立了 3,721家
三資企業，累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43.6億美元。1992∼1999年為高速增長階段，至 1999年，累
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 3,059.22億美元，外商及港澳台投資經濟的固定投資額達 2,651.47億元，
從業人員 712萬人。張亞斌著，中國所有制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藕合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5月)，頁 110。 
 
7 國有企業憑藉其固有的資金和技術優勢，紛紛湧入曾被鄉鎮企業獨享的市場，「市場真空」不
復存在。另外，近年來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的崛起，也使鄉鎮企業的經營為之遜色，因為從產權
關係、政企關係、決策過程以及風險責任等方面來看，鄉鎮企業均處於劣勢，而在企業規模、物
質水平、生產經營等方面又難分高下。可見，在現在和將來的市場上，鄉鎮企業與國有大中型企
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的競爭在所難免。梅莉，「鄉鎮企業面臨的新挑戰」，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太原)，1998年第 2期，頁 35。 
 
8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大陸長期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短缺經濟中，只要有產品就不愁
沒市場，只要上項目就不愁賺不到錢。這種賣方市場導致了中國大陸企業在不注意質量效益的情
況下也能生存的局面。鄉鎮企業也正是在這種市場需求的強力拉動下，由於比國有企業的機制更
靈活，成本更低，取得了年均增長率超過 30%的奇跡。目前中國經濟總體上進入買方市場，鄉
鎮企業在競爭機制上的相對優勢日益削弱，而在產業結構、企業規模、技術水平、產品檔次、內
部管理方面的弱勢日益顯現。王延中，「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前景」，鄉鎮企業研究(北京)，1999
年第 5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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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扶持。改革開放初期，也是鄉鎮企業起

步之時，國家為了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出台了很多扶持鄉鎮企業發展的措施，

如鄉鎮企業享有國家給予的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9地方政府更是傾力扶持

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資金、企業用地等方面給予大量的扶助，這些政策在當

時還很僵化的管理體制下，對鄉鎮企業的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10。但近年來，國

家對鄉鎮企業的優惠政策逐步減少，而且，國家金融、投資體制改革以後，鄉鎮

企業從銀行得到貸款的難度進一步增加，融資渠道受到一定限制11。 

 

1994年起，國家又實行了新稅制，取消了鄉鎮企業的減免稅的優惠政策。

稅制的改革對鄉鎮企業產生負效應較大。在新稅制下，國有企業取消了「兩金」，

但鄉鎮企業仍要承擔。資源稅徵收面更大、更廣，這對鄉鎮企業尤其不利。二是

減免稅減少。12原來的稅制對鄉鎮企業採取了許多保護政策，使許多鄉鎮企業在

減免稅的照顧下，得到了生存和發展。現在對鄉鎮企業的減免稅政策不但項目

少，而且享受的年限也縮短了。鄉鎮企業過去大多實行定額或定率的徵稅方式，

而現在所有的鄉鎮企業統一按稅制的規定來納稅13。鄉鎮企業將在同等的稅收環

                                                 
9 楊永東，「鄉鎮集體企業經營者選擇管理機制」，中國農村經濟(北京)，2001年第 9期，頁 32。 
 
10 Oi , Jean C. “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Dec),pp.1132~1135. 
 
11 與國有企業相比，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仍然差得多，如對企業實行封閉貸款等。另一方
面，有些政策的出台表現出明顯的對於鄉鎮企業的歧視性，比如，關閉「十五小」企業，儘管從
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的角度出發，但這項政策的出台對於鄉鎮企業的衝擊，就比國有企業大
得多。有關部門在執行此項政策時，對於鄉鎮企業的執行力度也要大得多。僅此一項，鄉鎮企業
就要關掉 6.5萬家，影響增加值 800多億元，減少就業 200多萬人。姜長雲，「如何解決鄉鎮企
業融資難題」，中國鄉鎮企業報(北京)，2001年 4月 17日，頁 2∼3。 
 
12 在 1994年起中國大陸實行新稅制，並開徵了新稅種，同時取消了鄉鎮企業的減免稅的優惠政
策，使得包括流轉稅、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土地增值稅在內的企業實際稅賦明顯增加。鄉
鎮企業除了應繳國家稅金外，還要承擔以工補農建農、農村各項社會性支出，以及各種名目繁多
的基金、收費等多達上百項。馬曉和等，「當前鄉鎮企業發展面臨的問題與對策思路」，中國農村
經濟(北京)，1998年第 4期，頁 22。 
 
13 同上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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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與國有企業進行競爭，低價格的銷售優勢將不再存在。 

 

 

  (二) 國際市場的競爭加劇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商品、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人才都國際化

了，其流動和競爭都是國際性的。鄉鎮企業作為中國大陸出口創匯的重要力量之

一，不能不受這種經濟一體化的影響14，其面臨的競爭範圍、對象和激烈程度都

發生了變化。 

  

中國大陸鄉鎮企業是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大多數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比

較低。長期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靠的是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以及相對競爭不那

麼激烈的國內市場的優勢，其產品的科技含量和質量從總體上來看不夠高15。隨

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國內的技術市場、國際間的技術交流日益活躍，大中型企業

憑藉其雄厚的技術基礎和比較先進的管理方法，將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多的競爭

優勢。特別是世界上的很多跨國公司，都是在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

優秀企業，其在技術、資金、管理等方面相對來說都比較先進，鄉鎮企業走向國

際市場後，就要與這些企業短兵相接，與它們爭奪市場16。因此，面對國際經濟

一體化的挑戰，鄉鎮企業自身的一些弱點就會充分暴露出來，所以鄉鎮企業必須

盡快調整思路，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14 除了經濟全球化以外，伴隨著發展速度的下降，鄉鎮企業出口創匯的增長速度也出現了大幅
度回落。鄉鎮企業出口交貨值增幅最高曾達到 83.5%，而 1997年降到了 20%。國家統計局農村
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鑑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 11月)，頁 25∼26。 
 
15 由於鄉鎮企業直接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而轉向資本密集型，鄉鎮企業接受就業的能力出
現衰退。佐佐木信彰主編，中國經濟展望 (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年 3月)，頁 67。 
 
16 郭書田，「鄉鎮企業與WTO」，中國農墾經濟(北京)，2001年第 10期，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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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鄉鎮企業產權形式的結構特徵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化，鄉鎮企業原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低效率

問題日益顯現出來17。調整原有產權結構，重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鄉

鎮企業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如何構造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通過什麼路徑

將原來的鄉鎮集體企業改制成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高效率和競爭力的經濟

主體，是中國大陸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產權結構是一個比所有制結構問題更具體化一些的範疇。一般說來，具有不

同的所有制類型特徵的企業，其產權結構特徵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對產權結構

問題的分析，必然需要在對不同所有制企業進行分類的基礎上展開，本節將探討

鄉鎮企業各種產權形式和其結構特徵。 

 

 

 一、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產權結構特徵  

  

 鄉鎮集體企業是中國大陸企業的主體部分，分析其產權結構不僅有利於把握

這部分企業經營運作的基礎，而且有利於對整個鄉鎮企業諸方面的理解。概括起

來說，鄉鎮集體企業的產權結構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 

  

第一、集體企業產權關係較為複雜。在中國大陸集體企業中，除了少數在

                                                 
17 自 1993年以來，鄉鎮企業的經濟效益持續下降。到 1996年，鄉鎮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
實現利潤、每百元資金實現利潤、每百元營業收入實現利潤分別比 1993年下降了 14.2%、26%
和 11.2%。1997年經濟效益繼續下滑，全年全國鄉鎮虧損企業佔 15%，比 1996年的 8%增加了 7
個百分點，虧損額 600億元，比 1996年虧損額 450億元增多了 150億元，增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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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按《公司法》建立起來的企業─主要是科技企業─產權較為明晰外，其

他的產權關係都較為複雜。18 

  

第二、社區政府是事實上的集體企業控制者。改革開放之前，社區政府或主

管部門對集體企業控制了一切，經營者往往由其委派或由政府幹部直接擔任。(參

見【表 3-5】) 改革開放以後，雖然集體企業隨著企業規模擴大、數量增多，需

要有專門的經營成員充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但社區政府透過其成員內部進行行

政事務分工與經濟事務分工的職業分工方式干預企業經營19。 

 
 

 【表 3-5】鄉鎮企業廠長的確立 
 

單位：% 

 主管部門任命 選舉 投標 承包者推薦 其他 樣本數 

鄉鎮企業 78.4 10.3 4.3 2.5 4.6 282 

資料來源：常修澤等合著，中國企業產權界定(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
12月)，頁 90。 

 

 

 第三、集體企業的產權的原始來源很複雜。從鄉鎮集體企業創辦過程看，其

資金來源主要有：鄉鎮政府撥款，銀行部門信貸，企業集體積累，農民以集資入

股、合資、合作、合夥等形式直接融資。 

 

                                                 
18 由於當初沒有明確出資關係，加上幾十年來企業人員變化較大，因此，很難明確企業的產權
歸屬。加上多數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由於沒有明確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的界限，使得在企業運行
中的投資主體出現虛置。中國改革與發展報告專家組編，制度的障礙與供給─非國有經濟的發展
問題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9月)，頁 108。 
 
19 這樣，集體企業經營者的選拔機制仍然沒有偏離由社區政府的直接任命的人事機制，而經營
者也就主要服從於社區政府，而不是企業等其他經濟主體的目標。周爾鎏、張雨林合編，中國城
鄉協調發展研究，頁 54∼55：即使是私營企業，鄉鎮政府也不時地干預著它們的經營活動。政
府的干預主要表現在過多的不合理的收費上，有地方以停電、停水等給企業造成損失的方式。張
桌元、胡家勇、劉學敏著，論中國所有制改革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月)，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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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1992年鄉鎮企業統計和財務資料顯示，在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過程中，鄉

鎮企業投資資金至少有 5個方面構成：鄉村集體投資佔 43%，全民所有制企業投

資佔 4.5%，農民個人投資佔 7.2%，國家投資佔 1.3%，企業自身積累佔 38.7%。

這只是可以直接計量的貨幣資金，在鄉鎮企業創辦過程中各投資主體還都投入一

些實物型態的資本和勞動20。(參見【表 3-6】) 

 

【表 3-6】1992年鄉鎮企業投資基金構成  
 

單位：% 
地區 鄉村集體 全民企業 農民個人 國家 企業積累 

全國 43 4.5 7.2 1.3 38.7 
浙江 28.6 5.5 11.9 23.7 25.4 
山東 57.2 1.8 5.6 7.7 24.8 

資料來源：王勝邦，「鄉鎮集體企業產權關係分析」，江淮論壇(安徽)，1998年第
1期，轉引自陳朝陽、林玉妹編著，中國現代企業制度(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2年 10月)，頁 352。 

  

 從總體上說，政府部門撥款和個人及合夥投資所佔的比重不大，雖然其投資

主體較為明確，而銀行信用資金和企業集體積累所佔比重較大。由於銀行貸款多

半是以鄉鎮企業的名義擔保，並且其承擔投資風險，因而用這種借入資金創辦的

鄉鎮集體企業的內部積累資金，理所當然在相當程度上歸鄉鎮政府所有。目前，

鄉鎮集體企業還沒有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沒有切斷鄉鎮

政府與鄉鎮企業的臍帶，鄉鎮集體企業仍然做為鄉鎮政府的附屬物21。 

 

 二、私營企業產權結構的特徵 

                                                 
20 關於鄉鎮企業創辦過程中所投入的實物型態資本和勞動，沒有可靠的資料來說明這些投入在
總創辦資金中所佔的份額，但確實廣泛地存在於鄉鎮企業的創辦過程中。在鄉鎮企業創辦過程
中，佔用的土地也是其總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陳朝陽、林玉妹編著，前引書，頁 37∼46。 
 
21 楊永東，前引文，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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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私營企業是在個體經濟基礎上，以個體大戶的形式自生發展

起來的。1987年之前，私營企業在「個體工商戶」、「合作經營組織」、「集體企

業」的牌子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隨著私營企業得到合法地位22，私營企業迅速

發展。(見表【表 3-7】) 

 
 

【表 3-7】1990∼1999年各類所有制企業發展情況 
 

單位：% 

國有企業 集體企業 私營企業 
年份 戶數

增長 
職工

增長 
稅收

增長 
戶數

增長 
職工

增長 
稅收

增長 
戶數

增長 
職工

增長 
稅收

增長 

1990 0.40 2.35 5.53 -11.69 1.34 -1.03 8.35 3.66 78.57 

1991 8.88 3.07 7.25 2.90 2.23 3.34 9.89 8.24 69.00 

1992 23.41 2.11 6.75 19.52 -0.19 8.39 29.48 26.09 34.62 
1993 26.14 0.28 61.85 23.97 -6.30 75.11 70.39 60.78 129.89 

1994 11.00 2.69 18.12 5.82 -3.18 -3.12 81.68 73.73 67.50 

1995 2.41 0.42 10.53 -2.18 -4.20 19.53 51.43 47.53 103.14 
1996 -2.49 -0.15 -10.18 -6.08 -4.16 2.74 26.17 22.49 69.23 

1997 -3.93 -1.78 30.60 -10.83 -4.41 5.65 17.27 15.29 50.24 

1998 -11.65 -17.98 ─ -16.42 -31.91 ─ 25.01 26.67 ─ 

1999 ─ ─ ─ ─ ─ ─ 25.80 18.19 ─ 

平均 5.37 -0.01 14.83 0.27 -0.06 11.80 34.50 30.26 73.15 
資料來源：整理張後義、明立志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月)，頁 33∼40；劉小玄編著，中國企業發展報告
(1990~2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3月)，頁 263∼268。 

 

                                                 
22 1988年 4月 12日第 7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1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對憲法第 11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
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1999年 3月第 9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2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修正案》，對憲法第 11條重新修改：「本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
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憲法對私營企業存在的重要性給予強調，從
「補充」部分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變化的確反映了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獲得的高速發
展的事實。劉小玄編著，中國企業發展報告(1990~2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3月)，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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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是一個社會歷史型態，同時又表現為眾多形式的產權組織。從財產的

社會歸屬性而言，這眾多形式都是以「私有」為共同特徵23。私營企業產權結構

特徵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所有權歸屬明確，責任約束很強。這裡首先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鄉鎮

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曾出現了一種「戴紅帽子」的情況，即私營企業掛了集體企業

的牌子。這類企業在工商登記中是以集體企業的名義入冊的，而不存在「名為私

營，實為集體」。24所以，私營企業就是由私人所有並經營的企業，所有權歸屬

是明確的，這種明確的所有權關係強化了所有者對企業的約束，並盈、虧由所有

者自己負完全的責任，從而增強了企業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第二、私營企業的股權結構上，業主個人佔有企業絕大多數股份。據調查表

明，開業時業主個人佔有企業股份 69.0%，至 1996年底增至 82.7%(見表【表

3-8】)，這說明中國大陸私營企業一般是由私人企業主絕對控股，而且，家族制

特徵十分明顯，可以說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要是家族制企業，或者說家族制獨

資企業25。 

 

 

 

 

 

                                                 
23 它們在財產屬性的具體內容以及這些財產被使用的勞動方式上，卻表現出一定差異，主要可
以分為 6種形式，即家庭(國家)奴隸制、行會公會制、小農(市民)個體家庭制、工廠業主制、私
人合夥制、公司法人制。詳細內容，參見曹鋼，產權經濟學新論─產權效用、形式、配置(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 10月)，頁 185∼194。 
 
24 胡必亮、鄭紅亮，前引書，頁 97。 
 
25 劉小玄編著，中國企業發展報告(1990~2000年)，前引書，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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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私營企業資金構成 
 

單位：% 

投資來源 開業時 1996年底 增減變化 

業主個人 69.0 82.7 +13.7 
其他私人投資 24.9 13.1 -11.8 
群眾集資 1.1 0.6 -0.5 
鄉鎮街道集體 0.7 0.3 -0.4 
各級政府部門 1.0 0.3 -0.7 
其他企業 0.7 0.9 +0.2 
海外 1.3 0.7 -0.6 
其他 1.3 1.4 +0.1 
合計 100.0 100.0  

資料來源：中國企業發展報告(1978~1998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1月)，轉引自張後義、明立志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月)，頁 126。 

 

 

 

 三、股份合作制企業的產權結構特徵 

 

股份合作制，是在集體合作制基礎上融合股份制而形成的一種新型的企業制

度或模式。26股份合作制企業，是勞動群眾以入股方式集體佔有生產資料，實行

聯合勞動、民主管理，採取按勞分配同按股分紅相結合的集體所有制法人經濟組

織。27 

                                                 
26 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股份合作制」是非驢非馬，只不過是向「真正的股份制」的過
渡階段。這種觀點正是「制度拜物論」的表現，因為他預設某種「真正的股份制」可以體現「市
場經濟」的抽象理念，而會忽視「股份合作制」作為制度創新的事實 (或至少是忽視它的創新潛
力)。詳細內容，參考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頁 13~16。 
 
27 何軍、張兵、應瑞瑤，「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的制度邏輯」，中國農村經濟，2001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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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鄉鎮企業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日益激烈

的市場競爭，所以，1992年以後，鄉鎮企業紛紛把股份合作制作為產權制度改

革的突破口。現在股份合作制企業已經遍及城市和鄉村，成為鄉鎮企業發展的一

種普遍形式。(參見【表 3-9】) 

 
 

【表 3-9】1998年鄉鎮股份合作制企業情況 
 

單位：個、萬元 

 全國 江蘇 浙江 山東 

人數(年平均) 7 094 236 1 129 596 968 908 817 673 
企業個數 166 530 23 153 14 422 13 690 
企業資本金 15 105 019 2 290 237 3 412 739 1 450 546 
企業增加值 15 115 374 3 003 895 2 777 914 2 077 172 
營業收入 57 084 041 11 994 923 10 909 015 7 101 405 
利潤總額 3 216 029 334 512 510 284 525 607 
應繳稅金 2 162 607 476 076 529 674 270 395 
固定資產原值 21 512 167 4 173 881 4 395 794 2 675 887 

資料來源：整理張桌元、胡家勇、劉學敏著，論中國所有制改革(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1年 1月)，頁，161∼163。 

 

 典型的鄉鎮企業型股份合作經濟有浙江溫州、山東淄博周村地區、上海郊

區、山東萊陽、福建泉州等地，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8。溫州股份合作經濟主要

從個體企業、私營企業，通過自願入股聯合，向合作經濟發展29；周村股份合作

                                                                                                                                            
頁 50∼51。 
 
28 後來普及到全國的對公有制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辦法，發源地之一是山東省淄博市周
村區。1988年 4月，淄博市周村區被批准為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
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9月)，頁 123∼124。 
 
29 股份合作制度的發源地之一的溫州，80年代的家庭企業小而專，專業市場相對大而全。大市
場、小企業使得市場交易費用越來越高、企業效益下降。1985年前後，全市 30%的家庭企業虧
損，於是，有利於節約交易費用的具有股份合作雛形的連戶企業應運而生。何軍、張兵、應瑞瑤，
「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的制度邏輯」，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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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主要是原有鄉鎮企業資產折股，同時吸收企業職工和企業外部法人、個人投

資入股，融合各種所有制、各種生產要素30；上海郊區的股份合作經濟是多種形

式混合而成的，有由鄉鎮企業改造而來的，鄉村經濟組織和個體私營合股創辦

的，也有由個體、私營企業發展而來的31；泉州股份合作經濟帶有僑鄉的特色，

萊陽股份合作經濟則以多元主體、範圍廣泛而獨具特色，涉及工業、建築業、運

輸業、服務業等32。 

 

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創新主要經歷了三條不同路徑：一是以家庭經營

為基礎的個體、私營、合夥企業轉化為股份合作制企業33；二是原有鄉村集體企

業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業；三是新建的鄉鎮企業一開始組建就按股份合作制的要

求設立。與制度遺產及其變遷過程相聯繫來看，應該說前兩種路徑形式構成了鄉

鎮企業產權制度創新的主要源泉。34 

 

農村改革以後，鄉鎮集體企業在勞動、工資、人事、分配等方面進行了一系

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經營者與勞動者的積極性。但是除了外部環境和內

部經營機制有所改善，鄉鎮集體企業仍以較模糊的共有產權為主要特徵35，加上

集體共有產權內部由於代理人的利益擴張和權力硬化，造成其與集體成員之間

                                                 
30 于淑波，「股份合作制改制的個案分析─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的改制經驗」，中國財政(北
京)，2001年第 6期，頁 28。 
 
31 周其仁，前引文，頁 124。 
 
32 同上註，124。 
 
33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在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上迅速發展，但由於現有經濟和制度環
境的影響，這類企業的制度安排遇到了一些必須解決的問題。問題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市
場競爭的壓力；交易費用的壓力；政治上的壓力。 
 
34 周文根，「股份合作制理論與企業改革」，浙江社會科學(蘇州)，2000年第 2期，頁 50∼51。 
 
35 張邠，「股份合作制與鄉鎮企業籌資途徑探討」，經濟問題探索(雲南)，2001年第 4期，頁 5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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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權、利關係的不對稱甚至前者對委託人權利的侵蝕36。這具體表現為政企不

分、企業的產權和經營自主權不落實，企業發展缺乏來自成員的內在動力等問

題。37 

 

股份合作制中可分為股份式合作制和合作式股份制，它們與私人股份制、合

作制之間有差別。從【表 3-10】中可以知道，為什麼有人認為股份合作制是公有

制的一種實現形式，因為其中真正包含了原集體所有制的精髓，譬如，按股份紅

和按勞分紅相結合，資本和勞動雙重聯合。 

 

【表 3-10】股份合作制與股份制、合作制比較 
 

 私人股份制 合作式股份制 股份式合作制 合作制 

投資形式 股份 股份 股份 股份 

所有權 股東所有 股東所有 
股東所有和勞

動者所有 
勞動者所有 

是否允許退股 不允許 不允許 基本不允許 允許退社 

入股動機 
追求資金回報

率 
追求資金回報

率 
為了共同獲利 追求多勞多得 

股東地位 一股一票 一股一票 
一股一票與一

人一票結合 
一人一票 

分配原則 按股分紅 
按勞分紅為主

按股分紅為補 
按股分紅為主

按勞分紅為補 
按勞分紅 

分配方式 稅後淨利潤 稅後淨利潤 稅後淨利潤 稅後淨收入 

聯合方式 資本聯合 
資本聯合為主

勞動聯合為補 
勞動聯合為主

資本聯合為補 
勞動聯合 

所有制性質 私有制 
私有制為主 
有私有制因素 

公有制為主 
有私有制因素 

公有制 

資料來源：整理宗錦耀、陳劍光、袁若飛，21世紀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武漢：湖
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 4月)，頁 53；曹廣明編，鄉鎮企業股份制改造與股
票上市(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頁 43，轉引自邱澤奇，「鄉鎮企業改

                                                 
36 徐哲根，「論鄉鎮企業委託代理關係及其激勵與約束機制」，黑龍江社會科學(哈爾賓)，1998
年第 1期(總第 46期)，頁 46∼49。 
37 孫文鍇，「論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度創新」，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北京)，1998年第 6期，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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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地方威權主義的終結」，社會學研究(北京)，1999年第 3期，頁 89。 

 

 

第三節、制約鄉鎮企業發展的問題 

 

鄉鎮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並不等於說鄉鎮企業達到了最高

經濟效益。其實，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體制不斷引入和完善，個

體企業、合夥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股份制企業的不斷發展，鄉鎮集體企業已

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逐步失去原有的優勢38。鄉鎮企業在成長過程中也出現

了一些問題，積累了一些抑制其自身發展的矛盾，這些矛盾和問題在新的競爭環

境中逐漸清晰起來。 

 

 

 一、制度安排問題 

 

鄉鎮企業發展初期的特殊社會環境決定了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的密切的關

係，但是，隨著環境的變化，這種曾經促進其迅速發展的制度安排在新形式下其

副作用卻日益明顯39。鄉鎮企業特別是鄉鎮集體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社

辦社有、隊辦隊有」的產權形式，並大量地借鑒了國有企業的作法，如所有權歸

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企業辦社會福利、基層政府參與企業的內部管理等，所以又

                                                 
38 田國強，「中國鄉鎮企業的產權結構及其改革」，載於海聞編著，中國鄉鎮企業研究 (北京：中
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年 1月)，頁 331。 
 
39 尤其是，企業所欠銀行的債務問題，有的地方規定，企業轉制時首先理清銀行債務，杜絕借
改革之機逃債的行為，購買企業者必須承擔起銀行的債務，與銀行轉簽貸款協議。企業轉制時，
最大的不公平是一小部分人只享受改革的收益，卻不支付改革的成本，另一部分人因改革而受
損，承擔改革的成本，卻又得不到補償。張曉山，「中國的鄉鎮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遷與現狀」，
學習與探索(哈爾賓 )，2001年第 1期，頁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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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二國營」40。這種產權形式及管理體制的缺陷在新形勢下引發了一系列

問題，成為導致企業效益下降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一) 產權不明晰 

 

明晰鄉鎮企業產權關係和實現政企分開是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所追求的

首要目標，因為這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鄉鎮企業經營機制徹底轉換的關鍵所

在，而且也是使鄉鎮企業不同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產權有效實現的前提。然而，

由於鄉鎮企業創辦與發展的特定背景和市場體系發育的不完善，使得各社區基層

政府在企業經營過程中一直替代著很大一部分市場功能，故在這一條件下所孕育

的鄉鎮企業組織也一直是實現本社區政府目標的重要承擔者。因此，鄉鎮企業的

經營目標也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一個利益最大化問題，而且還必須要為各社區增加

收入，擴大就業及政府財政能力的擴張服務。在這背景下，鄉鎮企業與社區政府

長期以來實際上是進行了一種「交易」41。 

 

大多數鄉鎮企業長期以來存在著產權不清的缺陷，直接受鄉鎮政府的干預，

                                                 
40 寶貢敏、朱允衛，「規制與中國鄉鎮企業的崛起、發展」，浙江學刊(杭州) ，1998年第 3期(總
第 110期)，頁 22。 
 
41 鄉鎮企業與社區政府的交易內容包括：一方面政府利用其權力為企業提供各種有形或無形的
服務，如資源調配、企業權益的保護和與其他主管部門(工商、稅收、海關、動植物檢疫等)關係
的協調等；另一方面，鄉鎮企業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區政府的功能，實現社區政府所要追求
的目標，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必須割讓一部分企業淨收益和產權為代價。然而，這種「交易」雖
給鄉鎮企業造成了效益的損失，但是企業損失的效益是可以得到補償的。這種補償主要來自兩個
方面，一是「交易」本身大大節約了鄉鎮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交易成本，減少了許多創辦和經營
中的困難；二是使鄉鎮企業可以獲得許多非貨幣化資本(如廉價土地、低廠房租金、低價原料等)
與制度性貨幣市場上的低價資本(如低息貸款、稅收優惠等)。這種交易的直接結果是，一方面，
政企不分限制了鄉鎮企業發展，另一方面，政府的「關照」又維持了鄉鎮企業的生存，真所謂「成
也蕭何、敗也蕭何」，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後遺症。皺帆、江華，「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中的障礙與矯正思路」，農業經濟問題 (北京)，1999年第 6期，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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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政府充當企業的所有者，但政府成員個人與企業的效益並不切身相關。在計

算融資的成本和收益時，政府不是按市場中的邊際條件進行的，它更關心的是自

己能否掌握企業控制權42。只要企業存在剩餘，政府就不願意放棄所有權。由於

產權不清，政府作為企業的所有者，可以將企業部分收益投資到改善社區福利等

項目，使得企業無法按照市場經濟價格規律辦事，更無法保證投資成本保直增

值，因而難以吸收投資者。 

 

 

(二) 政企不分 

  

所有權改革的目標是要政企分離，也就是政府並不介入企業的經營，兩者之

間的關係主要是財政稅收和政策的輔佐，企業是獨立經營的，不受村政府的干

涉。但是，改制不是憑空發生，乃是建立在過去的制度遺產上，所以過去的制度

會繼續影響新制度的採行。過去，村企業的經營通常和村幹部維持良好的關係，

改制過程中，兩者之間的合謀誘因是很大的，所以可能有大量的集體資產流失狀

況，改制後若完成政企分離，政府便不應再介入企業經營，但是，企業家和幹部

之間仍維持密切關係，尤其是集體股的存在，讓兩者都有協商的空間。這種現象

在村一級也存在。43 

 

 

二、產業結構問題 

 

                                                 
42 王方華，現代企業管理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11月)，頁 27∼29。 
 
43 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2001年 5月第
44卷第 5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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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後，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

場轉變，使依靠小規模、低價格、原材料加工、資源性開支為主的鄉鎮企業經營

十分困難。44 

 

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嚴重，鄉鎮企業與國企及其類型的企業之間，不同地區的

鄉鎮企業之間，在企業的產業佈局、產品類別之間都非常相似，沒有自己的產業

或產品，而且產業水平也較低，很多企業之間是低水平重複。45這一方面造成了

投資浪費，開工不足，大量存量資產閒置；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企業之間的無序競

爭、惡性競爭。46 

 
 
 

【表 3-11】鄉鎮企業的三次產業分佈狀況 
 
單位：% 

鄉鎮企業增加值 鄉鎮企業勞動力 鄉鎮企業固定資產投資  
一產

業 
二產

業 
三產

業 
一產

業 
二產

業 
三產

業 
一產

業 
二產

業 
三產

業 

1994 1.5 84.3 14.2 2.2 71.4 26.4 ─ ─ ─ 

1995 1.9 82.8 15.3 2.4 73.8 23.8 ─ ─ ─ 

1996 2.0 79.6 18.4 2.5 72.6 24.9 3.1 87.8 9.1 
1997 1.6 78.0 20.4 2.2 71.5 26.3 3.9 82.5 13.6 

資料來源：張亞斌著，中國所有制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耦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1年 4月)，頁 203。  

 

從【表 3-11】中可以看出，鄉鎮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結構呈現出向第三產業

傾斜的趨勢。1996∼1998年，鄉鎮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比重
                                                 
44 劉芳震，「淺談鄉鎮企業二次創業的困難、問題及對策」，中國農村經濟(北京)，1999年 5月，
頁 72∼73。 
 
45 陳忠衛，「我國鄉鎮企業發展的內在弱點」，中國改革(北京)，1998年第 3期，頁 31∼32。 
 
46 李銀、華明偉等，「鄉鎮企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問題與方向」，中國鄉鎮企業會計(北京)，1998
年第 2期，頁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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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持平穩，第二產業投資比例逐年遞減，第三產業投資比例則每年上升 3∼

4個百分點。到 1998年，第二產業勞動力比例下降到 71.5%，第三產業勞動力比

例上升到 26.3%。但是，總的來看，第三產業的發展明顯不足。 

 

 

三、外部環境問題 

 

(一) 稅負過重，攤派過多 

 

這是一些鄉鎮企業發展較慢的地方的問題。各省市政府部門本應在國家稅法

和有關工商管理條例許可的範圍內，盡可能減少鄉鎮工業的負擔，對新辦企業及

微利行業減免稅收。鄉村領導也應堅決制止對鄉鎮工業的亂攤派行為。但是，一

些地方存在著把鄉鎮企業作為「搖錢樹、小錢櫃」47，而使其稅負過重、攤派過

多的情況。 

 

據調查顯示，貧困地區鄉鎮企業承擔的各種名目的攤派、收費等不合理負擔

達 100多項；涉及國務院有關部委、省、市、縣、鄉、村、組等 7個層次；直接

或間接伸手要前的有近 100個部門和單位。對於貧困地區的鄉鎮企業而言，沈重

的不合理負擔導致了嚴重的後果：首先是減少了鄉鎮企業的利潤收入，影響了鄉

鎮企業的資金積累，削弱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後勁，嚴重者還可能導致鄉鎮企業成

                                                 
47 鄉鎮企業在繳納稅金、補農建農等方面承擔合理的義務，但鄉鎮企業也承擔了各種不合理的
負擔：各種政策性收費、服務性收費、三亂收費(集資、攤派、贊助、罰款等)，多頭、超標準收
費，鄉級收費攤派使鄉鎮企業負擔額多的超過了銷售收入的 4%。在面臨能源提價、原材料漲價、
工資增加等一系列增本減利的因素影響下，再加上鄉鎮各部門的過去索取，有些鄉鎮企業為求生
存發展，往往被迫採取增加借貸的辦法，嚴重弱化了企業的生產能力。李志國，「制約鄉鎮企業
發展的五大障礙」，農村經濟與技術(貴州)，2000年第 3期，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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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升高，銷售銳減，甚至虧損。48其次，鄉鎮企業的負擔實質上是農民的負擔，

負擔過重影響了農民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再次，嚴重扭

曲了政府行為，導致了「管理就是收費，收費就是執法」的錯誤傾向，並最終誘

發並滋生各種腐敗現象。49 

 

 

(二) 各地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平衡。 

 

由於中國大陸各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也由於在

8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的是向東南沿海地區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中國大陸

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區所有制結構，主要體現為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所有制的差

異。50 

 

這個不平衡性與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基本上一致的。但近期中部

地區發展潛力開始顯現。從經濟總量上看，東部地區佔了全國三分之強，中、西

部加起來還不到三分之一，西部地區只佔 4%左右。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51，

到 2000年底，全國鄉鎮集體企業共實現淨利潤 1734億元，東、中、西部各實現

1186億元、487億元和 61億元，分別佔全國的 68.40%、28.09%和 3.51%；2000

年，全國鄉鎮集體企業職工工資總額，東部地區為 1497元，中部地區為 699元，

西部地區為 124元，分別佔全國的 64.53%、30.13%、5.34%。 

                                                 
48 曹明貴，「現階段貧困地區鄉鎮企業發展存在的障礙和困難」，求實(江西)，2000年第 5期，
頁 35∼36。 
 
49 謝百三主編，中國當代經濟政策及其理論，前引書，頁 301∼303。 
 
50 張亞斌著，中國所有制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藕合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5月)，頁 113
∼114。 
 
51 中國鄉鎮企業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鄉鎮企業年鑑 2001(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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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東部地區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拉大了東西部地區鄉鎮企

業的差距。因此，中共當局應該在開發大西北的同時，注重加大對中西部鄉鎮企

業的扶持力度，相應地給予政策、投入以及稅收等方面的優惠。 

 

 

(三) 投資、融資體制問題 

 

鄉鎮企業普遍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鄉鎮企業投資主體單一，長期以來主要

靠政府和銀行投入。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銀行逐步實現商業化，風險

約束加強，鄉鎮企業由於普遍缺乏有效的資產做抵押52，部分企業的信譽度較

低。因此，很難爭取到貸款，鄉鎮企業貸款難、利率高。再者，外部環境不寬鬆、

不公平，鄉鎮企業缺乏進入資本市場的渠道，難以通過股份上市進行融資，直接

融資面臨巨大困難53。投資不足是制約鄉鎮企業發展的一個難點問題。 

 

 

 

 

 

 

                                                 
52 鄉鎮企業資產抵押性弱，獲取資金能力有限。這不僅是指其機器設備、房產等質量差，重要
的是鄉鎮企業處在道路交通落後的偏遠鄉、村裡。這一點使得它在獲取銀行貸款方面存在著障
礙，因為即使資產在道理上可用於低押，但對銀行來說，這些資產抵押後能不能拍賣出去，能不
能真正變現都是問題。何明駿、李嘉曉、李樺，「鄉鎮企業融資障礙與對策」，現代經濟探討(江
蘇)，2001年第 12期，頁 35∼36。 
53 祝爾娟著，鄉鎮企業改革發展大趨勢，前引書，頁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