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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创造就业岗仁、增加财政收入

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的演进，以及财产的多元化和需求的多

样化，个体经济将荻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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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的快速成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我国混合

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
机组成部分。

一、个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个体经济是以自我生产资料和自我劳动为基础的经济。 我国个体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
折的过程。 解放初期，个体经济是允许存在的。1955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为573万人，个
体手工业总产值达105亿元。 实行“ 三大改造 “政策以后，个体经济开始衰退。1958年，小商小
贩锐减至33万余人，改革开放前夕的1977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仅剩下15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改革伊始，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鼓励个

体经济发展的文件。198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指出：＂允

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这种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适当发展”。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把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写入《宪法》： “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

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

益＂。 随后，鼓励、刺激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个体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1999年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个体经济的地位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在法律规定范

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泽民同志

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在各项政策措施的鼓励下，个体经济飞速发展。 表1显示，1981年，中国个体工商户为183
万户，到2000年发展到2571万户，增加了13倍，平均年增长14.9%；从业人数由1978年的14

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5070万人，增加了361.1倍，平均年增长30.7%；注册资金由1981年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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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工商户发展情况

户数 从业人员 注册资金
年份 户数 比上年增 人数 比上年增 金额 比上年增

（万户） 长（％） （万人） 长（％） （亿元） 长（％）
1981 183 227 5 
1985 1171 25. 5 1766 35.5 169 
1990 1328 6. 5 2093 7.8 397 14. 4
1991 1417 6. 7 2258 7.9 488 22. 9
1992 1534 8. 3 2468 9.3 601 23.2
1993 1767 15.2 2939 19. 1 855 42. 3
1994 2187 23. 8 3776 28.5 1319 54.3
1995 2528 15. 6 4614 22.2 1813 37.5
1996 2704 7. 0 5017 8. 7 2165 19. 4
1997 2851 5.4 5442 8. 5 2573 18. 9
1998 3120 9. 4 6114 12. 4 3120 21. 3
1999 3160 1. 3 6241 2. 1 3439 10. 2
2000 2571 -18. 6 5070 -18. 7 3315 -3. 6

资料来源：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000年版；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2000年
的数据来自国家工商局。

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33 15亿元，增加了 662倍，平均年增长40.7%。 虽然个体经济的户数、从

业人员和注册资金由千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偏紧在2000年有所缩减，但其平均增长速度仍远快

于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

我国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以下原因：

第一，政策、法律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改革之前，个体经济被当作资

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改革初期，保护、 促进个体及私营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相继颁布实施。 此

外，还有1987年颁布实施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

例》，1994年实施的《公司法》（部分条款），1997年颁布实施的《合伙企业法》，2000年 1月1日实

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 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文件都为个体经济发展撑起了有力的保护伞。

第二，居民生活的迫切需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

行，具有分散化、小规模、随时性、个性化等特点，政府难以顾及，大型企业难以涉足，而个体经济

正好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

第三，就业问题日趋严峻是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 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 转型初期，有三个因素

产生了大量需要寻求新工作的劳动力： 一是农业经济制度创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结果出

现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二是 50、6 0年代入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在转型时期纷纷进入

劳动年龄；三是上山下乡知青纷纷返城。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谋求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部门的吸纳能力

却十分有限，结果形成了大量失业入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失业青年。 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之

所以在改革初期纷纷出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当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个体经济被当作吸纳失业

人口的 一个重要渠道。

二、个体经济的贡献

20多年的 改革开放已充分显示出个体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解决就业、增加

政府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下面具体分析个体经济诸方面的贡献。

（一）个体经济的产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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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我国GDP以平均每年 15.7%0978 — 2000年，名义增长率）的高速增长，个体经

济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0年，个体工业产值仅1亿元，1985年增至180亿元，1990

年为1290亿元，1999年为22928亿元。 1980年到1999年，个体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9.6%，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8.3%。 个体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

例，1980年微不足道，1985年上升到1.9%,1990年为5. 4%, 1999年提高到18. 2%。

表2 个体经济的产值贡献

工业产值 消费品零售额

年份 工业产值 增长率
占工业总

零售额 增长率
占社会消费

（亿元） （％） 产值比例 （亿元） （％） 品零售总额
（％） 的比例（％）

1989 1058 33. 80 4. 8 1147 14. 2 
1990 1290 21. 93 5. 4 1270 10. 7 15. 3
1991 1287 -o. 23 4.8 1526 20. 2 16. 2
1992 2006 55.87 5.8 1861 22.0 16. 9
1993 3861 92.47 8.0 2710 45. 6 21. 7
1994 7082 83.42 10. 1 4211 55.4 25. 9
1995 11821 66. 92 12. 9 5355 27.2 26.0
1996 15420 30.45 15. 5 6706 25.2 27. 1
1997 20376 32. 14 17. 9 8074 20.4 29. 6
l 9 9 8 20372 -0.02 17. 1 9780 21. 1 33.5
1999 22928 12. 55 18. 2 12015 22.8 38. 6
2000 11350 —5.5 33.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

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2000年资料来自国家工商局。

个体商业消费品零售额 1983年为160亿元，1990年为1270亿元，1995年为5355亿元，

2000年增至11350亿元。 1983-2000年，个体商业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8.5%，高于

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平均增长率 15.7%。 个体商业消费品零售额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的比例由1983年的5. 6％提高到2000年的33.2%。

（二）个体经济的投资贡献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拉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 投资对整个社会 的资本形成作出

了重要贡献。 1980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为119.0亿元，2001年达5429. 6亿元，增长

了45. 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1%，高千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20.4%）。 个体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 占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例 1980年为13.1%, 1990年前后提高到20％以上，

1990年代初以后呈下降趋势，但一直保持在10％以上，2001年为14.6%。 而且，我国个体经济

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款筹集，几乎没有国家的财政援助，

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也很少。 综合考虑，个体经济的投资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部发动机。

表3 个体经济的投资贡献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增长率(%)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1980 119. 0 13. 1
1985 535. 2 30. 9 22. 2
1990 1001. 2 -3. 0 22. 2
1991 1182. 9 18. 1 21. 1
1992 1222.0 3. 3 15. 1
1993 1476. 2 20. 8 11. 3
1994 1970. 6 33. 5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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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个体经济的投资贡献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增长率（％）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1995 2560. 2 29. 9 12.8 
1996 3211. 2 25.4 14.0 
1997 3429.4 6.8 13. 8
1998 3744. 4 9.2 13.2
1999 4195. 7 12. 1 14. 1
2000 4709. 4 12. 2 14. 3
2001 5429. 6 15. 3 14. 6

注：表中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三）个体经济的部门贡献

个体经济以其规模较小、经营灵活、适应面广而分布在国有 经济和大型企业不太愿意进入但

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特 别是服务业领域。 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个体经济 主要分布在以

下几大领域：

1. 个体手工业。 目前，我国木器制造业、制鞋业、缝纫业、食品加工制造业、玩具制造业、刺

绣业、制笔业、塑料制品业、竹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打铁业、零配件加工业、采掘业等行业中

的大部分企业都是个体企业。

2. 个体建筑业。 1980年，我国 农村建筑队为50800个， 2001年为50481个，产值由 60.05

亿元增加到4648. 24亿元。 小型建筑工程大部分都是由个体建筑业承担的。

3. 个体交通运输业。 改革以前，我国交通运输业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坐车难、

运输难问题随处可见。 这给改革开放以后个体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81年，国家

允许个体经营者使用非机动运输工具从事客货运输，随后运输市场逐步开放，允许个体经营者使

用机动车船从事客货运输，少数地区（如广东）甚至允许个人承包经营火车运输。 目前，已形成了

运输 工具多层次的个体运输体系，其中既有入拉肩挑、半车半畜、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木帆

船、人力船等非机动工具，又有大小客运汽车、摩托车、轿车、出租车、机动船。

4.个体商业。 零售商业是个体经济分布的传统领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个体商业如雨后

春笋般发展起来，在粮油类、禽蛋类、肉食类、烟草类、糖果糕点类、干鲜菜类、调味品类、文化用品

类、五金交电类、特产类、日用杂货类等事关居民日常生活的零售商业中发挥主要作用，并形成了

以个体商业为主体的小商品交易或专业交易中心，如温州瑞安商城、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

城、璞院羊毛衫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集贸市场发展迅速，极大地促进了农副产品的销售，方便了城乡居民的日常

生活。1980年，我国城乡集贸市场 40809个，年贸易额235亿元， 1998 年，分别增加到 95379个和

19835.5亿元。 个体工商户是集贸市场的 主角，为城乡集贸市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5. 个体饮食业。 饮食业是个体经济分布的又 一传统领域。 改革以来，个体饭店、个体酒馆、

饮食摊、铺、茶馆、咖啡屋、冷饮店、面馆广泛分布于城镇的大街小巷，极大方便了居民的生活。

6 . 其他服务业。 在旅馆业、理发业、洗浴业、照相业、洗染业、刻字业、信息传播、科技交流、

咨询服务等服务业，钟表、自行车、摩托车、收录机、电视机、汽车、冰箱、皮鞋、钢笔、雨伞等修理行

业中，个体经济起 主要作用。 除此之外，个体经济还分布于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医疗等行业，如

私立学校、私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私人剧团、放映队、私人诊所、私人中介机构。

从 总体上看，我国个体经济绝大多数分布在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工商户占总户数

的 84%，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2%，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4%。

（四）个体经济的就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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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分布面广，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度高，吸纳 了大量简单劳动力，包括从传统农业中转

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新增劳动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体制转型时

期的失业问题和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表4 1990-2001年个体经济的就业贡献

年份 城镇个体经济 农村个体经济 从业人员总数 增长率（％） 占社会总就业
从业人数（万人） 从业人数（万人） （万人） 量的比例（％）

1990 614 1491 2105 8. 4 3. 3
1991 692 1616 2308 9. 6 3. 6
1992 740 1728 2468 6. 9 3.8
1993 930 2010 2940 19. 1 4.4
1994 1225 2551 3776 28.4 5. 6
1995 1560 3054 4614 22. 2 6.8
1996 1709 3308 5017 8. 7 7. 3
1997 1919 3522 5441 8. 5 7. 8
1998 2259 3855 6114 12. 4 8. 7
1999 2414 3827 6241 2. 1 8. 8
2000 2136 2934 5070 -18. 8 7. 1
2001 2131 2629 4760 -6.1 6.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表 4显示， 1990年，我国个体经济共吸纳社会劳动力 2105万人，2001年吸纳的劳动力 增至

4760万入平均每年递增 7. 4%，远高于同 期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平均增长率(1. 1%），这说明越来

越多的劳动力流向了个体经济部门。 个体经济中的就业量占全社会的就业量 由1990年的

3. 3％提高到6.5%。

（五）个体经济的税收贡献

个体经济在自身获得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税收收入，在 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政府的支出压力。 1981年个体 工商户纳税6. 2亿元，户均纳税341元。 1997年，纳税

460. 50亿元增长了 73.3倍，平均年增长30.9%；户均纳税1782.3元，增长了 4.2倍，平均年增

长10.9%。 个体经济纳税额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例由1981年的不 到1%(0. 98%）提高到

1997年的5.59%。

三、个体经济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个体经济今后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现实内在要求所

决定的，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个体经济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 期，生产力发展还很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生产力在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我国是 一个幅员极

其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沿海比内地发达，平原比丘陵、山区发达，

汉族地区比少数民族地区发达。 显然，在生产力落后地区，尤其是那些山高路远、人烟稀少的穷

乡僻壤，资金缺乏，人才缺乏，现代经济一时还难以进 入，个体经济在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在部门间也是不平衡的。 我国既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城市工业，又有主要

依靠体力和手工劳动的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等行业。 现代化的经济活动适合规模经营，而以

体力和手工劳动为主的经济活动采取个体经营方式会更有效率。 例如，农业部门的猪、牛、羊、

兔蚕、蜂鱼等养殖业，蔬菜、果树等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都非常适合个体经营；手工业部

门的铁器业、木器业、工艺美术业、缝纫业、玩具制造业，产品种类繁多，差异性大，产值小，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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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性和地域性强，由个体业主生产，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需要；交通运输业中的情况也是
如此。我们既要有现代化的大交通，同时，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居民日常出行和货运需要，以及城

市居民短距离交通需要，马车、人力车、三轮车、木船，甚至人拉肩扛，都有其存在的 必要。

从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急剧转换时期，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快速增长。从产
值上看，1978年到2001年，第三产业每年平均增长17.1%；从就业上看，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

业的比重持续上升。1978— 2001年，全社会从业人员共增加32873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8195万人，第二产业增加9339万人，第三产业则增加15338万人。第三产业在社会总就业量中

的比例从1978年的12. 2％提高到2001的 27. 7%；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商业、饮食、居民服

务等传统产业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旅游、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社区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教
育、文化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发育程度还很低。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低收
入国家低10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近 20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近 30个百分点。第

三产业就业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在美国新增就业岗位中，第三产业占近70%,
我国只有 30％左右。

因此，无论从 近20多年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看，还是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将呈持
续发展态势。据预测，未来 10年间，我国商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率将保持在 5%-12％之间，具
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力。而第三产业及其中的商业部门正是个体经济的主要分布领域，由此
不难推测，我国个体经济将有巨大的扩展空间。

从就业压力看，我国也有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必要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农业部门存
在大量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中剩余劳动力为1.3亿人，2005年
将达到 2. 3亿人，这些人大多要在个体经济中寻找就业岗位。同时，在本世纪初期，我国新成长
起来的劳动力数量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入口将达到近15亿，劳动力数量将达到近10

亿。而且，我国目前正处 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国有企业早已存在的隐性失
业正在显性化，下岗分流在 近几年将持续进行。据估计，我国国有企业冗员平均占现有企业职工

的 1/3左右，这些富余劳动力要通过下岗逐步分流出来。可以肯定，本世纪前10年，将是我国继
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的第二个失业高峰期。

受资本积累、城市化等因素的制约，现代部门难以全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中绝大部分

要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城镇新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相当 一部分也要到个体经济中去寻找就业机
会。总之，随着失业问题的加剧，个体经济作为一条就业渠道的重要性将日益凸现。

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为个体经济的进 一 步发展提供了财产条件。 改革以来，我国GNP
的分配格局发生 了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1801亿元，1998年增至 50244亿

元，20年时间增加了近28倍，平均每年递增18. 1%（名义增长率）。而同期GNP的年平均增长
率为16. 6%（名义增长率）。居民收入增长率高千GNP增长率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GNP
中的比例随之持续提高。1978年，居民收入在GNP中的比例为 50 . 2%, 1998年提高到 64. 4%, 

提高 了14. 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使居民收入中出现 了大量的消费剩余（即居

民收入用于日常消费以后的余额），且这种消费剩余是资本性的，它最终要转化为经济增长中的
资本积累。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中的消费剩余只有 30. 2亿元，1998年增至10879. 1亿元，平
均每年递增 34. 2%。消费剩余在GNP中的比例不断提高。1978年，该比例仅为 0. 8%, 1998年
上升到13.9%。

所以，无论从居民收入来看，还是从消费剩余来看，改革 20多年来，在GNP所代表的资源流

量中，所有权属于居民的资源，其比例在提高，所有权属于政府的资源，其比例在下降。民间资源

的增加必将带动民间资本的积累，从而带动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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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转型来分析个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

成经济起飞和经济转型以后，个体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事实上，个体经济也是现代化市场

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现代化生产在趋向大规模、集中化、高科技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小规模、分散化的趋势。

社会生产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 但在这一过程进行的

同时，分工也在日益精细，生产链条日益延伸，许多大企业不愿生产或不能生产的零配件就分散

到小型企业、家庭工厂生产，个体经济成了大规模经济必不可少的配套环节。 这时的个体经济就

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最先进的产业紧密联系，依赖千这些产业，与其共同发

展。 我国一些大企业的外围就有许多这样的个体企业为其加工零配件或进行配套生产。 也有一

些个体户是利用现代工业的边角废料作为原材料来生产产品，使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如温

州的标牌生产、纽扣生产和塑料编织袋生产。

第二，个体经济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身也在现代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创造出可供单个人使

用的操作简单、性能优越、效率很高的生产工具，如 一些农机具、电脑、复印机、打印机等先进的

机械。 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既可集中使用，又可分散单独使用，两种状况都可以大幅度提高效

率，在有些情况下分散使用效率更高，一些个体衣场、专业户、个体加工户和信息服务业、咨询业

就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技术为分散化、家庭化、小型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从而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中居民需求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也使个体经济历久弥新。 现代社会，

人们的求异心理超过趋同心理，对单调的标准化或大批量产品的需求相对减少，对体现个性的产

品需求增加。 在这样的心理大背景下，某些手工劳动的产品逐渐转化为工艺品或具有文化价值

的产品，如编织品、雕刻品、首饰品、乐器、茶艺、刺绣、印染等，其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工具都

成为历史文化现象，满足人们高品位的需要。

第四，个体经济还具有某些制度上的优势。 市场经济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经济，社会需求变数

极多，变化极快。 个体经济的经营特征是：经营效果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生产经营体内部不存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权力集中，决策迅速，灵活机动，节约费用。 这些特征决定了个体

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吻合度。

同时，个体经济还具有某些技术创新上的优势。 由于技术和产品创新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个体经济的创新积极性很高。 而且，在小规模基础上进行某些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和开

发，成本较低、效益较高。 事实上，个体经济已成为现代经济创新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个体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可以从发达国家个体经济的广泛存在中得到证实。 西欧

等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即便在这些国家，个体经济仍广泛存在。 1 997年，英国

零售商业中，雇员在5人以下的个体商业18 8391户，从业人员44. 9万人，销售收入 63.56亿英

镑；雇员5— 9人的个体商业51 784户，从业人员32.5万人，销售收入43.4 8 亿英镑。 在前联邦

德国，把从业人员不足10人的企业列入手工业。 1 992年，前联邦德国共有手工业企业 72.5万

个，从业人员达460万人，产值5700亿马克。 个体经济并没有因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现

代化而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

因此，发展个体经济并不是解决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短期策略，个体经济将长期存在，并

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和经济的现代化而继续发展。 因此，政府应该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

施扶持、引导个体经济的发展，在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用地审批、税收、技术咨询、项目辅导、市场

信息和法律服务等方面为个体经济提供更多的便利。 加速培育金融市场对个体经济的发展尤其

（下转笫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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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olve the Prbolem of Determination of 

Market Value with Modern Methods 

My View on the So-called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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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multi-vocal implic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Marx's The Cap

ital, it is difficulty to express it clearly in words when comparatively complicated economic re

lationship is involved. Therefore, there exist many debates in the study of Marx,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market value, among which, the so-called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 of value has gained agreement among some debaters. However, this viewpoint may not 

only logically cause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o collapse, but also do not accord with what Marx 

meant, and what's more, it is not a scientific viewpoint which can stand any scrutiny. It becomes 

simple and clear if we dissolve the problem with analysis tools of modern economics. 

Key words: determination of market value;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 of value; individual 

value curv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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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个体经济由于规模较小、信用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 一般难以在目前的国有金融体系中

获得贷款，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个体经济信用担保体系、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金融机构等金

融深化措施为个体经济开辟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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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was carried out, private economy has been develo

ping quickly and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spurred on social investment, produced employment positions and increased financial inco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modernization of technology, the progress of eco

nomic structur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perty and the variation of demands, private economy 

will obtain great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ivate ecomomy; present situation; contribution; expectation 

• 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