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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以來無論是媒體的文章或是實際的經濟現象，多發現中國

大陸有逐漸「國進民退」的趨勢，尤其是在美中貿易衝突發生後。 

 「國進民退」之可能原因是國企與民企的不公平競爭，而美中貿易

衝突使得民企經營環境更嚴峻，加深「國進民退」的疑慮。 

 為穩定民企信心，以避免造成更大的危機，官方一再安撫民營企業

主與民眾。然而，未來混合所有制改革後，國家資本在非壟斷領域

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上升。 

 

（一）前言 

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體制改革轟轟烈烈的展開，但

一直到了 1993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才在產權

所得制改革下逐漸展開。整個國企改革的過程中，等同是一個「國退

民進」的過程。在 1990 年代中國大陸開始進行「抓大放小」的國企

改革策略，將小型國企以改組、聯合、兼併等方式進行處理，而使其

成為民營資本。而在此策略確定後，中國大陸各地方開始競相將國有

企業進行出售，而引發了一連串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議。最著名的莫過

於 2004年爆發的「郎顧之爭」，即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發表一篇

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指摘顧雛

軍在併購科龍、美菱等企業時，9億元的付出鯨吞了 136億元總值的

企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為了避免國有資產流失，中國大陸於 2003

年成立「國有資產監督與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代表國有資產的「出

資人」管理經營性（非金融類）國有企業。然而國資委定位與目標不明確，

產生球員兼裁判的問題，又引發了「國進民退」之爭論。 

 

（二）近期中國大陸「國進民退」之現象 

雖然「國進民退」的說法一直存在，但此用語近期似乎有變得愈

來愈來熱門的情況，主要是 2018年 1月中共的官方微博「旗幟」發

表一篇名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的文章，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公開主張

「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這篇文章引起了正反兩方的論戰，但

有趣的是中共高層並未出面說明立場，使人有一種黙認的感覺。 

2018年 9月一位自稱為「資深金融人士」的吳小平發表「私營經

濟初步完成階段重任」的文章，認為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過程中，

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

歷史重任」。下一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隨後，中共人

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一場會議上主張中共要強化對民營企業的領導，

民營企業則要讓員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在「企業黨組織的領導下

共同參與企業管理」，共享成果。而此話立刻被解讀為「黨組織領導

員工共管企業」，再度被視為「國進民退」的訊號（經濟日報，2018.10.01）。 

除了文章宣傳外，實質上亦出現許多類似「國進民退」的現象，

據中國大陸媒體報導，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公司）調查指出從年初至

今，企業屬性發生變化的公司，數量已超過去年一整年。中國大陸 A

股中，有 355家企業已經或準備變更董事長，有 95家公司涉及實質

控制人的變更，49家公司的企業屬性發生改變，並有 26家從民企轉

成國企（經濟參考報，2018.10.10）。2018年 9月阿里巴巴總裁馬雲宣布即將

退休，且公開表示願意將財產「捐給」國家。2015、2016年以萬達、

海航、復星、安邦為代表的私營企業大規模投資海外，但這些大企業

家最後都被要求將資金匯回或是受到清算，到最近中國大陸藝人范冰

冰追稅事件與限薪令等，均使得人們擔心中國大陸將會走回過去共產

主義的老路。 

 

（三）中國大陸近期「國進民退」之可能原因 

中國大陸國企與民企天生就是在一個不公平的環境下競爭。以金

融環境為例，中國大陸的國企可以很容易的向銀行融資，但民營融資

卻相對困難，且融資成本亦遠高於國企，因此常只能向非正式金融管

道（如影子銀行、理財商品等）取得資金。然而近年來由於金融風險的上升，

中國大陸嚴加管控影子銀行等非正規金融業務，使得民營企業更難以

取得資金。而 2018年 3月開始的美中貿易爭端愈演愈烈，使得民企

經營更加困難，許多國企可能因此而介入，造成「國進民退」。此外，



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股市大幅下跌，許多利用股票質押貸款的民

企紛紛遭到「斷頭」的風險，即質押的擔保品價值不足，被銀行要求

補足擔保品，但因股市表現不佳，又缺乏流動性，民營企業難以補足，

其股票即可能被債權銀行出售，造成股價再次崩跌的惡性循環。於是，

許多國有資本開始在股價處於低檔時，大量收購股票，利用資本市場

併購重組，亦造成了「國進民退」。 

 

（四）官方的反應 

雖然在今年初「消減私有制」的文章出現後，中共官方並未進行

消毒，似乎有默許的意思。但隨著美中貿易爭端愈演愈烈，中國大陸

社會處於慌亂不安的情緒中，民企的信心已非常薄弱，「國進民退」

的論調勢必再加深民企的恐懼，而引發經濟金融面的危機。故中共開

始大量的發表文章，強調國有經營及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更出動高層

領導接連表態，安撫有如驚弓之鳥的民營企業主及民眾。 

9月 19日李克強在 2018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時說，中國大陸

將堅定不移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作出堅決消除民營經濟發展的各

種不合理障礙等宣示，並肯定民營企業支撐中國大陸最大的就業市場。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亦提出要引導金融機構支援有前景、有市場、

有技術，但暫時出現流動性資金困難的民營企業。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也表示，堅持對國有經濟、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

等對待。而習近平亦在 10月 21日向民企信心喊話，表示政府會堅定

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表示「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民營經濟

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營經濟的言論和做法都是錯

誤的」。 

 

（五）結論 

中國大陸經歷了 40 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其經濟體制已相當程度

的接近市場經濟，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大陸仍然存在大量的國有經濟，

且國企在許多重要的關鍵產業占主導之力量。而且中國大陸每每推動

一些刺激經濟政策時，國企都是首先被照顧的單位，但在對產業不利

的政策上（如限污令），民企大多首當其衝，國企與民企本來就不在一個



公平的環境中競爭。中國大陸改革 40 年以來經濟亮麗的成就多是由

民企所貢獻，而要完全回到過去的共產主義亦不現實，因此未來中國

大陸民企仍然會有其存在的空間與價值，尤其是在現在美中貿易衝突

造成經濟動盪之時，更需要穩定民企的信心，否則將可能造成無可挽

救的經濟危機。但展望未來，重要領域的產業中，國企仍然會是占絕

對領導的地位，民企則多在非壟斷領域中，且未來混合所有制改革後，

國家資本在非壟斷領域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上升，因此「國進民退」可

能只是程度的高低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