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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 王可园 齐卫平

[ 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党的建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综合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不断明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健全党组织，确保全覆盖；二是不断厘清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职责和作用，明确党建工作方向；三是不断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地位和作

用的认识，强调要全面、历史地看待；四是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着力点，探索有效可行

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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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一个

不断发展的历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从

就业人数上看，截至 2018 年底，私营企业就业

人数达 21375.4 万人，个体就业人数达 16037.6

万人。［1］从经济总量上看，截至 2017 年 9 月，

我国“实有私营企业 2607.29 万户，注册资本

165.38 万 亿 元， 分 别 占 企 业 总 量 的 89.7% 和

60.3%”［2］。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迫切需

要党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梳理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相关重要文献，可以发现，随着非公有制

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党对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不断明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二是不断厘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中党组织的职责和作用；三是不断深化对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四是不断完

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着力点。

［1］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和个体就

业人数数据（2018 年）。　

［2］《中国工商报》2017 年 10 月 26 日。　

一、不断明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

不断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转变，推动非

公有制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同改革前的 1978 年

相比，1987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有相当增

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 77.6% 下降到 59.7%，

仍 占 绝 对 优 势； 集 体 经 济 由 22.4% 上 升 到

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

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

5.7%”［3］。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虽然都对非公

有制经济作出了重要决策，但没有提及在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规范

和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成为突出问题。1992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

斗力的意见》指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21-7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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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对这

些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问题，要积极探索，大

胆试验。……没有建立党组织的，要积极创造

条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经济组织，也要

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抓紧建立、健全党组织，

创造适应这些企业特点的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

逐步形成党的工作规范。”［1］

1992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首次在党代会

报告中，对企业党组织的论述突破了公有制企

业的范围，强调“在其他各种经济组织中，也

要从实际出发，抓紧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

制度”［2］。这样，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

作就正式提上了日程。党的十四大还提出，“在

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

经营”［3］。

1994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强

调，除国有企业，“在其他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中，

都要加强党的工作。没有党组织的，要积极创

造条件建立党的组织，采取适应各自特点的工

作方法和活动方式，开展党的活动”［4］。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还指出，个体、

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对个体、私营等非公

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5］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很大

［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97 页。　

［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 页。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9 页。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68 页。　

［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 页。　

的进展。

在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却相对滞后。2000 年 5

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

会上讲话提出：“目前全国百分之八十六的私

营企业中没有党员，已建立党组织的仅占企业

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相当一部分企业有党员

但没有党组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

的思想认识要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抓紧在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

这是我们党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也是加强党同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

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在新形势下执政的阶级基

础、群众基础的需要。”［6］2009 年 9 月，党的

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抓紧在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在多个场合就加强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2013 年 6 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

话强调：“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越是情况复杂、基

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

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

应’。”［8］2017 年 10 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要“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

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中发展党员”［9］。2018 年 7 月，习近平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企业、

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10］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改革

［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34 页。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54 页。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4 年版，第 351-352 页。　

［9］ 《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10］《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5 日。　



108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19 年第 5 期

开放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有力推

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进程。

二、不断厘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              

的职责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理

论的创新发展还体现在不断厘清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中党组织的职责和作用上。

一方面，不断厘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

组织的职责。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首次在

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

建设问题，并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

织的职责：“党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

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

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

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1］

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基层组织一章新增

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职责的论述。同

时，党注重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同企

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相结合。2010 年 4 月，中共

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的《关

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的意见》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围绕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

用、促进生产经营和各项业务工作设计载体，

可通过开展立足岗位比奉献等活动发挥党员作

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

健康发展。”［2］

另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对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中党组织作用的认识。1992 年 9 月，《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

设 中 的 战 斗 力 的 意 见》 指 出：“ 外 商 投 资 企

业中的党组织要在中方人员中发挥政治核心作

用。”［3］2000 年 5 月，江泽民强调，“凡是已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5 年版，第 41 页。　

［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625 页。

［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2197 页。　

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建立党组

织，都要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4］。

2012 年 3 月，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印 发 的《 关 于

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党

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

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

用”［5］，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作用

定位得更为丰富。2014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

见》，在涉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时，

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要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二是要发挥好“两个作用”，即要“在职工群

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

治引领作用”。［6］

这样，在不断明晰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党又从

厘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职责和作用

入手，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明确了

方向。

三、不断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党必然要面对

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问题。改革开放

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地位和作用的认

识不断深化。

早在 1981 年，关于个体劳动者的政治地位

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

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就

提出，“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

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

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

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

业职工一视同仁”［7］。

［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1234 页。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3 年版，第 879 页。　

［6］《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9 日。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9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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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

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公有制经济

的有益补充，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

发展。……工商联要配合党和政府工作，对非

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团结、帮助、引导、

教育。通过工作，在他们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

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1］。

党的十五大以后，党进一步深化对如何看

待私营企业主以更好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中 的 积 极 作 用 问 题 的 认 识。2000 年 5

月，江泽民强调：“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是在

我们党的改革政策和带头致富号召下发展起来

的，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党组织要按照政

策积极做好团结、教育、引导他们的工作，把

他们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使他们支持在企业中

建立党组织，拥护党的各项政策，依法经营企

业，关心和保障职工权益，为国家和社会作出

贡献。”［2］这一讲话进一步强调了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广大私营企业主的“劳动者”身份。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

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包括个体户、私营

企业主等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

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

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

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发展党员的标准也要有

新变化：“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

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

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

党内来。”［3］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身份从“劳

动者”进一步深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表明党对他们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2010 年 3 月，胡锦涛在

［1］中央金融工委统战群工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件

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3-204 页。

［2］《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1 页。　

［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1916-1917 页。　

参加十一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

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热情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推动

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4］

因此，发展优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入党是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提出：“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

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

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重

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

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

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

党的群众基础。”［5］2006 年 7 月，中共中央印

发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的意见》强调，要“注重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中党员的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6］。2012 年 3 月，《关

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试行）》再次强调，要“注意培养发展符

合条件的企业出资人入党。企业规模和社会影

响较大的出资人，可由县以上党组织做好教育、

引导和培养工作，吸收入党时，应征求同级党

委统战部门意见”［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

应如何正确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

“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

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8］2015 年 5 月，在中央统战

［4］《胡锦涛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59 页。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293-294 页。　

［6］《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国文史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844 页。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881 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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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批评了那种将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看作“社会财富的攫取者、贫富分化的

制造者”的错误观点，指出有的人还在拿有色

眼镜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他强调：“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不

分青红皂白把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的所有人员都一棍子打死。相反，正因

为他们中一些人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才需要我

们加强同他们的接触，团结他们，引导他们，

帮助他们，让他们都能同我们一条心。”［1］2016

年 3 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政协四次会

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上讲话指出：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2］同年 5 月，在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加

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3］。2018 年 11

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4］

这让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

丸”，安心谋发展。

四、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建工作的着力点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无

疑是必要的，但具体该怎么着手去做呢？通过

不断探索和实践，党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可行

的思路和方法。

一方面，注重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

工作队伍建设。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

设，首要在人。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建工作队

伍，就难以有效提升党建工作成效。加强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建队伍建设，一要配备精干力

量。2000 年 5 月，江泽民强调：“在非公有制

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原则明确后，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558-559 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64 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第 369 页。　

［4］《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2 日。　

要抓紧物色、培训、储备一批素质和能力适合

在这类企业工作的党员骨干力量。”［5］2013 年

6 月，针对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比较

薄弱的现状，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带头人队

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

众服务”［6］。二要为党建工作者创造良好工作

条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2014 年 5 月，《关

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

要“加大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指导员选派力

度，引导他们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履行服

务职责”［7］。这样，就从党建工作队伍的建立

和维护两个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

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另一方面，不断创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

建工作的方式方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

作有其自身独特性。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创

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方式方法，重点

创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设置形式和

作用发挥途径，强调因地制宜设置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中的党组织，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发

挥党组织的作用。2000 年 5 月，江泽民提出：

“非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关系，不同于国有的和

集体的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

党组织的具体设置形式、活动内容、活动方式

和工作方法，要根据企业特点来进行，要与生

产经营紧密结合。”［8］2012 年 11 月，胡锦涛

强调，要“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力度，全面推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

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9］。2014 年 5

月，《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强调，“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领域，采

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建立

党组织，加快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10］。

2018 年 7 月，习近平强调，在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的党建工作中，要“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

［5］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1234 页。　

［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352 页。　

［7］ 《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9 日。 　

［8］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1234 页。　

［9］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第 657 页。　

［10］《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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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1］。组织覆盖是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方面要

因地制宜去设置并配强力量；党组织成立后，

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中党组织要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不仅要

管好党内的事，还要建立与企业生产经营相适

应的党组织活动工作制度，因为脱离了生产经

营，党组织作用就很难充分发挥。

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

深化，党对如何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

的建设的思路和方法日益成熟。

总之，通过以上梳理可见，改革开放以来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在

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以及我们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持续探索的良性

互动中不断实现的。一方面，随着非公有制经

［1］《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5 日。　

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党对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理论的创新

发展，又有力指导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健康

有序发展。可以说，这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

与实践探索良性互动的一个生动案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

代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建设质量研究”和教

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非公经济组织区域

化党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 19BDJ015、

18YJC710068）

〔作者王可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

教授；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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