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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rtion of private economy in our city's economic structure is increasing, which 
has exceeded 50%, and is the backbone of our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te of its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ity. Therefore,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ivate economy, we should not rely solely o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funds and other aspects of support, but also technology, brand, business model,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guidance, so as to make it constantly innovative, can quickly transform into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y. Benefit. Privat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not only need to 
successfully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ut also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make Heilongjiang 
private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astering the core technology, providing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roadening the financing channels of enterprises,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 our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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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营经济在我市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是我市

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我市的经济发展状态，因此，保持民营经

济的持久性不能一味的靠政府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还要再技术、品牌、经营模式、

管理等方面进行引导，使其不断创新，能迅速转换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民营经济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形势下，民营经济

的转型与发展不仅需要成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更需要突破企业发展的自身制约

瓶颈。要想使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通

过加大科研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提供良好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有

效的金融扶持体系，推动黑龙江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与经济转型升级，加速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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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的发展。 

1. 民营经济在哈尔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民营经济在哈尔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民营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

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支持、促进作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对国民经济起到了有效

的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其次，中小民营企业能够吸收大量人员就业，为解决就业问题贡献力

量。中小民营企业一大特点就是面广量大、投资少、经营灵活，对劳动者劳动技能要求低，

且大部分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后，

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促进市场活跃。中小企业机制灵活，

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参与大企业不愿意涉足的服务领域以及新兴领域，能使市场活跃起来。

市场经济的繁荣是来自竞争的繁荣，中小企业的竞争长期存在，推动经济繁荣和市场的活跃。 

2. 哈尔滨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哈尔滨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从经营范围、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都做

出相关的规定，以此着力点为哈尔滨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但相对于我国其

他发达省份及地区来说，哈尔滨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还并不是很好，基于各种原因存在的问

题还有很多，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民营经济总量偏少，增速慢，发展差距明显。 

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一是经济总量偏小，我省民营经济总量与民营经济比

较发达的江苏、广东等省份相比，差距明显。二是增速相对较低。 

2.2 企业规模偏小，总体竞争力有待提升。 

一是民营企业规模优势不突出，二是缺乏龙头企业带动效应，哈尔滨市民营企业缺少一批

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产业集聚程度偏低，进而影响民营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 

2.3 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取消和下

放了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民营

企业期望把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期望降低优惠政策门槛，加大扶持力度。从宣传角度看，知

晓率低，对政府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了解的仅占一小部分这一方面说明企业对相关政策关注

度不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有关部门与民营企业之间互动不足。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民

营企业仍有较大期望。希望可以进一步增加扶持政策、希望进一步减少收费、希望扩大税收

优惠政策受益范围。 

2.4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 

近年来，全省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虽有一定缓解，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资金问题仍然是困扰民营企业的重要问题。规模小、抵押担保不足是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2.5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链条短。 

全省民营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条短、产品整体水平偏低、

技术含量较低、精深加工产品少等问题，资源型产品、初级产品仍占主导地位。 

2.6 人才资源匮乏制约民营企业发展。 

民营企业面临的管理竞争、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本质上是面临着人才的竞争。引进人才

难、留住人才难、用好人才更难，已经成为民营企业面临的普遍难题。 
调查显示，一是学历偏低，二是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缺乏，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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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管理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和稳定性不够，待遇低是人才引进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民营

企业自身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不足，多数民营企业用人观念注重现实，愿意接受“招来即用”的
有工作经验的实用人才，不愿招收新人培养。 

2.7 科技创新能力薄弱，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民营企业大多数起步于小作坊，从门槛较低的领域进入，技术含量低，靠自有资金发展，

这是民营经济最初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通过技术

创新提升竞争能力，才能实现产业升级。调查结果显示，全省民营企业存在着大型企业研发

投入相对不足，小微型企业基本无研发机构，自主研发能力薄弱等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制约

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2.8 资源型民营企业面临困难。 

资源型企业以资源性产业为主导产业，并形成了一条关联度高、对自然资源面临的形势越

来越严峻。一是煤城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全省煤炭企业经营困难持续增加，煤炭价格低迷、

能源结构调整、进出煤冲击、环保压力增大等诸多原因导致煤炭企业生产履步维艰。依赖性

强的产业链，当主导产业发展受阻，资源型企业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是煤城经济发展

面临困难，全省煤炭企业经营困难持续增加，煤炭价格低迷、能源结构调整、进出煤冲击、

环保压力增大等诸多原因导致煤炭企业生产履步维艰。 

3. 提升哈尔滨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哈尔滨市民营经济发展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们必须把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认识提高

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哈尔滨市应该以深化改革突破体制上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束缚，利用创

新的思路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3.1 加强民营经济的科研能力，提高民营企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程度 

引导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对传统产业进

行技术改造和提升，同时，加快培育以技术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优势，从全局角度出发，建

立一个覆盖社会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体制，使得科技与市场能够得到充分交流与沟通，通过

政府建立的技术创新平台，将创造力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最终实现从政府引导民营企业从技

术创新到市场自发创新的跨越[1]。 

3.2 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加强核心竞争能力

培养。 

民营经济已经趋于达到成熟和稳定阶段，其中的技术含量、资源占用、市场地位等方面有

了充分的表现和地位，因此，政府应当顺应社会转型发展，合理的、有侧重的调整优化资源

配置，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从中发掘企业新的市场机会，制定科学管理目标，提

高执行效率，努力将价值链向研发、标准制定、销售服务和品牌建设拓展，形成有特色的生

产经营模式，最终转变成核心竞争能力。 

3.3 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提升产业档次和水平 

任何的新兴行业和新兴业态通常在生命周中的引入期和成长期，市场稳定格局尚未形成，

进入壁垒相对容易，对民营企业来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和挑战，本身民营企业具有体制灵

活、决策果断、转向简便的特点，又能够增加民营企业的技术含量、创新企业经营和管理模

式，适应市场发展趋势，提高整体产业的档期和水平。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64

1272



3.4 促进民营企业国际化拓展 

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应积极“走出去”参与对外投资、并购等国际化经营，努力在国际市

场获取技术、人才、知识产权、渠道、资源等要素，逐步实现研发、生产、销售的全球化布

局。也可以鼓励发展集群式对外投资，即是众多企业组成一个集群，一起到某一地区投资，

以形成配套服务获得外部规模的经济性。这种集群组织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设施共享、快捷获

取信息、技术、服务等便利条件，还可以保持原有企业灵活机动、反应迅速等优点。对于缺

乏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差、内部规模效应低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提高其跨国经营

效率的捷径。 

3.5 要千方百计提高经营管理团队素质 

民营企业大多从简单的作坊式经营起步,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 ,企业管理者文化程度普遍

偏低 ,个人素质和管理水平都亟待提高，同时企业员工在企业中扮演创造者 、接受者和传播

者的角色 ,但民企很少对员工进行培训,更缺乏对其职业生涯的规划,致使员工的文化素质、业

务能力难以提高。政府相关部门要采取行动,全力助推民企管理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质和企业

技能素质 ,努力将企业培养成学习型组织，企业应该把学习作为员工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终身学习理念根植于每个员工心中。一方面必须加大培训和学习的投入,给予管理者和

员工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培养企业的学习习惯 ,营造自发学习的良好氛围,使管

理者和员工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与企业共同发展。 

3.6 提倡民营企业形成先进企业文化，努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民营经济撑起了哈尔滨经济的半壁江山。 然而,不少民营企业创业时风光 ,寿命却不长 ,
这种状况的产生 ,企业文化建设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在其著

作 《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 中所指出的“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 ,在
新世纪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主宰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民企文化仍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着一

些突出问题:一是只注重形式。忽视内涵 。二是建设缺乏创新 。三是家族血缘文化难以改变。

四是企业家和员工素质制约。 
大量研究表明,一个民营企业要实现企业文化的真正建立至少需要 3-5 年甚至更长时间。民

营企业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要用长期发展的文化理念替代落后观念,把培育企业文化过

程作为企业的长期战略 ,精心升级长期坚持 ,从而塑造适合自身发展、具有独特个性的企业文

化体系。 
总之，政府在对民营企业支持方面逐步的转变，从政策支持、资金支持方面逐步放手，让

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适应市场，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合作能力，政府主要创建宽松的市场

环境，创建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同时对民营企业起到诸多方面的引导作用，让哈尔滨的民

营企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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