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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不断推进中，国企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国企混改的成功为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提供

了思路，国家也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先讨论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资

源价值、平台价值及效用价值等方面的优势。再通过了解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实现路径和发展模式，确

立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探讨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构建，以推进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

改革成功能激发国民经济活力，也可以促进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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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and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gradually accele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mixe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vides 
ideas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The state also actively encourages pri-
vat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resource valu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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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nd utility value. Then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realization path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mixed reform, establish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they 
should follow.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pri-
vate enterprises to promote enterprise reform.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has a function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it can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my 
country’s basic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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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有企业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取得了好成绩，提高了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国有资

本增值保值。2014 年，政府提出要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给予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政策引导。

我国目前参与混改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不愿参与混改。我国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主要

问题是改革路径与模式的选择、改革后企业治理机制问题及退出问题等。民营企业担心改革后的体制机

制不完善以及没有话语权等问题。民营企业没有话语权可能会造成股东利益风险增大，国营企业的权责

机制和管理方式与民营企业也存在较大差异。另外，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较多成功案例可以借

鉴，很多民营企业对于参与改革有忧虑。国有企业在混改的过程也遇到了股权体制和治理机制不融合的

问题，但很多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使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并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民营

企业参与混改的路径和发展模式也在慢慢的探索中，国家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同时，也要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来保障民营企业的利益。 

2.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民营企业后，在资源价值、

平台价值、效用价值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多种所有制资本可以取长

补短，最终实现共赢。 

2.1. 资源价值 

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以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源，打破资源瓶颈。国有企业在技术、装

备、人才等多方面具有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在就业、纳税、贡献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较多民

营企业存活时间较短。我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利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源优势促进民营企业

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方面都是领头羊，如国企在生产制造业有技术和装备优势，因很多制造业

的装备的成本较高，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成本使得装备更新的周期较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吸引人才的

能力很强，人才储备量很充足。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资源能够得到

优化，故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对其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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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台价值 

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会获得更高的平台以促使其发展。外资进入可以推动民营企业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国有资本参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与优质企业合作。民营企业很难参与石油、军工等领域

的项目，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通过获得国有企业的资源进入这些领域。国有企业在我国

经济发展中是排头兵，民营企业不愿参与的行业，国有企业会进入，我国“民退国进”现象在很多行业

有体现。国有企业涉足领域很广，民营企业通常要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国

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后，民营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参与竞争。国企和央企对外投资，由于其身份的特

殊性，审批过程复杂，有较多的局限[1]。民营企业无身份限制，外资进入民营企业可提供全球化竞争的

平台，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在不了解国外市场的情况下很容易碰壁，发展

速度较慢。外资进入民营企业能使其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更快适应国际市场。 

2.3. 效率价值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发挥各种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取长补短。民营企业发展非常注重效率，效率是效

益的一种反应。民营企业在管理、市场反应速度、员工激励及生产等方面的体现出较高效率，但是贷款

资金、品牌建设等方面效率较低。民营企业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国有资本参股可以提高民营企

业的信任度，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的困难。民营企业成立一个品牌很容易，但品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国有企业有品牌基础，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可以利用国有企业的品牌基础向前发展。从技术效率

看，混改企业的技术效率均值高于私营企业[2]。在融资、品牌建设多个方面提高效率，可以更好加快民

营企业发展。 
很多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较短，资源配置方面处于弱势，也存在家族化管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有资本参股以及外国资本进入能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市场竞争力。 

3.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与发展模式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收购和员工持股，发展模式目前主要是增资扩股、

民营基金和定向增发模式[3]。民营企业可以借鉴国企参与混改的成功经验，探索新的路径和发展模式。

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三种发展模式主要集中在金融、互联网等行业。 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数量不多，主要

发展模式在其他领域未形成。 

3.1. 实现路径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收购目标公司、股东的股份；二是员

工持股。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也应该允许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国有

企业参与混改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出四种主要实现路径，主要有上市、员工持股、重组和民营企业参股四

种方式。民营企业参与混改能否直接适用国有企业探索的实现路径是值得探讨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

在股权机制和治理机制上都存在不同，各企业的问题和情况也不同，国有企业的实现路径不能直接适用

于民营企业，需要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外资进入民营企业，是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路径之一，多种所有制资本的

融合，能促进企业焕发新活力。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是为了激励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但员工持股

的比例要控制在 10%以下，以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4]。我国民营企业中有个员工持股的公司代表—华为，

华为的员工持股的方式对留住人才、提高效率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员工持股是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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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一，适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5]。 

3.2. 发展模式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增资扩股、民营基金、定向增发模式。增资扩股模式是公司

创立，然后进行融资，融资后公司进行扩张，再进行融资。增资扩股的模式是通过对外进行分阶段融资，

阶段性成功后再融资的模式，融资可以分成几轮进行。以融资方式进入企业，占有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

但不参与公司管理。民营基金模式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进行融合，但是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定向增发

模式是上市公司向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这种模式的成本相对较低。 
增资扩股的模式在互联网行业体现较为明显，很多互联网企业成立之初，由于资金短缺会进行融资，

随着发展再融资，期间会经过几轮融资。如京东物流 A 轮融资，京东金融 B 轮融资。金融领域的民营企

业参与混改，其发展模式较多是民营基金模式，其中比较典型的，国有资本以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参与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6]。也有较多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的模式来增资扩融，募集资金可促进公司

发展，也能帮助公司股价上涨。 

4.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 

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遵循自愿原则、自由进出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股权比例对等原则。

基本原则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可以打消民营企业不愿参与混改的顾虑，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积极性。 

4.1. 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民营企业自愿选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发展遇到资金、平台等方面的问题，

面临停滞不前或经营困难的情况，自愿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发展很好的情况下，不能强制或

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发展很好的民营企业如果让其强制参与混改，可能会在参与混改后产生公司治

理结构产生矛盾，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参与混改要在价值观、发展观、改革观方面一致，民营

企业评估后认为“三观不合”不参与混改，应该尊重企业的意见。 

4.2. 自由进出原则 

自由进出原则是指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

权融合或治理融合不好，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退出。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后，民营资本退出自由非常重

要。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外资磨合不好，民营企业可以选择退出。与上市公司参与混合的，可以通过

转让、抛售股权的方式退出，但与未上市公司混合的民营企业，退出就较为困难。我国目前的对混改的

进入给出了指导意见，但退出机制未有全面的规定。较多的民营企业担心参与混该与国企、外企融合不

好，退出机制不完善，会造成企业的损失，损害企业股东的利益。自由进出原则的确立是给民营企业参

与混改一个定心丸，有利于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混改。 

4.3. 等价交换原则 

等价交换原则是指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产权交易要与价格相匹配。民营企业部分产权被界定为非公

共领域产权，有部分产权未明确划分，未明确划分的属于公共领域产权。产权交易中流动性、投资者数

量、定价方式、资本化程度、中介机构专业性等指标与其他层次的资本市场相比，是相对较弱的。交易

的基础是产权，产权界定不清晰，产权交易也会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产权交易定价存在寻租的现象，

导致定价不公平，使得有些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产权明晰，有利于产权主体权责分明、流转顺畅。等价

交换原则能减少交易过程中的寻租现象和定价不公平，促进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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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股权比例对等原则 

股权比例对等原则是指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后，根据其股权所占比例分配决策权、身份权、收益权等。

民营资本进入国企后，民营企业可能掌握不到话语权，难以股权制衡，会侵害民营企业中小股东利益。

根据股份比例如何分配决策权、身份权及收益权等，会影响企业的具体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股权比例

分配不均衡，国有企业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参与混改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创新能力也可能会降低。股

权比例对等原则是保障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外商企业合作过程中的话语权，保护民营企业股东权益。

有对等权力的保障，民营企业就会更有动机和意愿参与混改[7]。 

5.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构建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遵循自愿、自由进出、等价交换等基本原则，为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制度构建奠定一个基础。制度的构建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能更好的符合实际情况，构建有

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相关法律制度，健全产权流动和交易制度，能促进民营

企业与国有企业、外商企业的融合。 

5.1. 构建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 

增资扩股、股权转让、员工持股等都可能影响企业的治理机构发生变化，所以要提高企业治理的透

明度。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易产生“混合易，治理难”的问题，要构建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法律制度，促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对等的情况下，要保证企业的话语权，

注重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及企业文化多方面的融合。另外，可以根据不同的股权比例结构划分不同的治

理模式，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坚持依法管理企业，构建合理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要将所有权与控制权进行分离，建立

职业经理人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话语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结构没有固定的模式，难免在治理的

过程中出现失误和偏差，要在治理结构中建立容错机制。对于因缺乏经验或者失误、过失等出现的问题，

对管理层进行免责或者减少责任承担，但容错机制的内容要同违法犯罪的行为区别开来。 

5.2.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相关法律制度 

民营企业在参与混改后，不能磨合的情况下，能不能退出，怎样退出，退出定价等方面未有具体的

规定。我国在制定退出机制相关法律制度方面要明确退出条件、退出定价、退出程序等，同时还要规定

民营企业在混改过程中不能被无故驱逐，还要确立实施细则。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双向选择，可能

存在不合适的混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后无路可退的现象必须要重视[8]。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民营企业有退出混改的权利。建立健全明确的退出机制能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能吸引更多的

资本进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5.3. 健全产权流动和交易制度 

要健全产权流转法律制度，也要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弱产权保护会对企业所有权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9]。产权关系和产权界定明确是市场经济正常稳定运行的前提，也才能保证市场正常交易活动以促进经

济发展。保障产权的有效流动，在改革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减少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摸索更适合当下发展

阶段的产权结构，制定合理的保障制度。 
我国的国有资本产权流动较为闭塞，不利于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的产权流动要通过国资部门

审批，降低了流转速度，打击了非国有资本参与的积极性[10]。我国产权交易制度不完善，交易过程中有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3051


夏靖 

 

 

DOI: 10.12677/ojls.2021.93051 364 法学 
 

寻租现象，也可能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要打击产权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腐败现象，保证交易的公平

性。健全产权流动和交易制度，有利于打破局限性，促进产权在市场上流动。 

6. 结语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多种资本的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积极倡导和鼓励民营企业

参与混改，具有一定的政策优势。从国企混改的成效上看，国企在股权多元化、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

用人机制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混改成功的经验，促进企业发展，

提升竞争力。民营企业因担心缺乏话语权、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参与混改的积极性不高。为降低民

营企业参与混改的顾虑，要确立民营企业混改遵循自愿原则、自由进出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和股权比例

对等原则，也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借鉴民营企业参与混改后的成功案例，如陕西北元化工参与混改后

股本和建设规模都大大增加[11]。在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失败案例中，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要

把握机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获得国企和外企的资源、平台、效率等优势，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加快“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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