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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就业的渠道。作为执政党，如何在民营经济组织中建立

党组织并切实发挥作用，成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重要课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能不能适应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并在

民营企业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党建工作，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的新考验，也是检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的试金石。现阶段虽然各级党委组织部

门都把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来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

了不少宝贵经验，但民营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毕竟是一项全新

的事业，对其中的内在规律，我们现在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目前这一领域的工作整体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与公有制企业相比，在民营企业开展党建工作要困难和

复杂得多。民营企业生产资料私有的性质，决定了党务系统

不可能按照传统的渠道在其中建立并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党

组织活动受业主的影响和制约性大，其地位和作用没有体制

上的保证。另外，党员稳定性差、组织观念淡薄、作用发挥不

充分以及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相对弱化的特点，更增加了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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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工作的难度。在一些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家

族化的倾向也比较严重。家族化倾向和党的先进性之间的矛

盾如何解决，“私”字当头的民营企业与“公”字当头的党的组

织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目前困扰非民营济组织党建工

作的一大难题。如何在民营企业卓有成效地开展党建工作，

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用，只有从民营

经济组织的实际出发，针对特殊性、注重适应性、增强有效性，

依靠开拓进取与创新实践，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

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党

的建设工作，刘少奇同志曾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

何死的公式约束，我们能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形式

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

改进我们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①同样，在今天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建工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正如江泽

民同志所说：“在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党的建设和工作跟不上

新的形势，适应不了新的变化，就不可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如果放任自流，不闻不问，那实际上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如

果简单地重复过去的传统方法和方式，也不可能收到好效果，

甚至还会适得其反。”②

①

②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１７
张维，张克文，创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念和方法———关于做好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考，人民日报，２００４－２－２６（９）；



民营企业党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党建、社团党建等，

都是过去党建工作中没有遇到的新领域，他们在产权结构、管

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较接近。毫无疑

问，既然这种变化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必然趋势，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变革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思

路和工作方法，转变过去习惯的部分传统党建工作观念。以

“非权力性权威”为目标，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核心功能定位

为“引导、服务、促进”；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目标重点放在

规模企业上，大力争取业主对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同和支

持；创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将党建工作与企业

文建设结合起来；抓好民营企业党务干部的培训工作，努力建

设一支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党建工作队伍，同时，营造有利于民

营企业党建的各种条件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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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导　言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最深

刻、最广泛的变革之一。据相关统计表明，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全

国民营企业１１６２．３万户，个体工商户４２２３．６万户，从业人员２

亿多人，并依然处于增长的趋势。迅速成长的私营企业，不仅形

成了数量上的规模优势，也拥有丰厚的经济总量，据统计，截止

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至少有１６．５２万亿的注册资金。这意

味着，私营经济已经占我国经济总量比重达５０％。虽然民营企

业在单个的规模上很难与国有企业抗衡，但数量上的优势，已经

使私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经济成分在国家的经济格局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目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劳动就业

的重要渠道。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福建省和浙江省，民营经济在

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６０％和８０％；部分地区，如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生产总值已经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９６％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与完善，民营经济作为中国

①温桂胜．民营资本每天增加３０亿元，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４－５－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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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格局中的一支生力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将会继续以不

可阻挡的势头蓬勃发展。

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经济格局，而且对

习惯于公有制经济环境下的党建工作提出了挑战。这种挑

战之所以值得关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是传统党

建制度外的一个领域，如何占领这个全新的“思想阵地”，使

得基层党建面临着新的生长点。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崭新

的课题：即如何加强我们党在这些领域的领导，切实把这些

领域的群众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二是因为民营企业的

党建工作与传统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不同，它有其特殊性。

民营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自主投资、自主经营，与国

有、集体企事业单位在性质和行为特征上有很大不同，民营

企业与政府组织不存在任何直接的隶属关系，党务系统按照

传统的渠道在那里难以直接建立党组织并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就业的渠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民营经济组

织中建立党组织并切实发挥作用，成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重要

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适应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

趋势，并在民营企业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党建工作，是对我们党执

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新考验。现阶段，虽然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都把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

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不

少宝贵经验，但民营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毕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对其中的内在规律，我们现在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目前这一

2



领域的工作整体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笔者从民营企业党建

工作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分析入手，分析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

现状，探讨党组织在民营企业开展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期

对新形势下的基层党建工作有所借鉴和启示。

3



第一章　民营企业党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对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的态

度也逐渐重视。早在１９９４年９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指出：

“在其他各类所有制的企业中，都要加强党的工作；没有党组织

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党组织，采取适应各自特点的工作方法

和活动方式，开展党的活动”，号召所有具备一定数量党员的民

营企业都要建立党的组织。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８日，新华社《国内动

态清样》第２７５６期刊发了记者采写的《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

织的调查》一文，引起了各地对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关注。２００６

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了要“推进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① 在当

前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尤显其

重要性和紧迫性。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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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民营企业是党执政的重要阵地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

大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

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

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

享有同等待遇。”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基础设施行业（如

机械、建筑、交通、能源等）、航空业、保险业、银行业、制药业、

医疗卫生保健、图书音像制品、电子信息技术等多种行业，随着

各种条件的成熟，民营企业进入所有法律未禁入的行业只是时

间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组

改造的力度加大，大量职工群众逐渐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

作，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新的比较集中的地

方。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１．

４亿人下降到目前的不足３０００万人，而根据工商总局的统计，

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在２００３年年底就已经达到４０８８万人①，到

２０１３年７月，全国民营企业１１６２．３万户，个体工商户４２２３．６

万户，从业人员２亿多人，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随

着这一领域从业人员的增多，民营经济组织的职工队伍结构也

发生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调整，其构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

负责人、打工农民、下岗工人及社会上其他人员之外，大量具有

较高层次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加盟其中，使其整体素质得到了较

①温桂胜．民营资本每天增加３０亿元，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４－５－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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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善和提高。据《中国教育报》的报道，浙江省２００５年大

学毕业生中有８．７万人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占所有毕业生总

数的６２．１４％①。

我国现阶段的民营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而生

的全新经济组织。民营经济中的广大职工群众，他们同国有企

业的职工群众一样，也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党的依靠力量。

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体现和反

映，这也是党的性质所必然要求的。如果我们放弃成为民营企

业广大职工群众利益的代表，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

会有被削弱或丧失的危险。目前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成为

当代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其政治影响力和要求也日

趋增强。考虑到未来的党的建设，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越

来越庞大的群体，我们党不去积极的争取和引导，必然会被其他

的政治力量所吸引利用，从而有可能成为诱发社会紊乱的因素。

正如有的基层党委书记尖锐地指出：“这块阵地，你不去占领，别

人就会去占领，在思想领域从来就没有真空。这个群体是靠我

们党的政策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政策培养了他们，

又把他们树成了自己的对立面。”②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世纪之交，国际上许多长期执政的

大党、老党纷纷下台，研究这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

情况很复杂，原因也很多。但是，从政党与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的关系来考察，有的是因为失去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①

②

浙江六成大学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就业．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１２）．
董明．对私营经济存在合理性的宏观透视———兼论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中
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０（４）：７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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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的是因为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时，没有及时调

整自己的政策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些教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引以为戒。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

的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党的工作范围和组织基础依然局限于公

有制企业，而不随形势的变化作相应地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

就是放弃了一大批工作阵地。前些年发生的“法轮功”邪教事

件，就是从我们不太注意的角落出现并乘虚而入，向我们党的群

众工作敲响了警钟。因此，在这个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我

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加强和改

进民营企业党的建设，把这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纳入党的执政基

础，从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最终实

现国家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否则的话，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

错误。这就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严峻事实。

１．２　民营企业员工的政治参与是党执政的重要政治资源

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并

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人们普遍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政

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公民政治

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的比例也越大。随着民营经济规

模的扩张，民营经济从业人员，特别是民营企业主这一当代中国

新兴阶层，政治参与意识和要求也会越来越强，这是必然的。如

浙江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９６人，占代

表的１５％，其中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主。

在当代的政党政治国家，“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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