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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大陸國內經濟，就所有權而論，包含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兩

部分。前者主要是國有企業，由國家（黨或

政府部門）主導；後者主要是1990年代後逐

漸萌芽的民營經濟部門，雖然受到政府行政

與法規節制，但有較多自由市場性質的經濟

組成成分。

2020年在美中對抗與疫情下，中共中央

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將

成為中國大陸「十四五」時期的核心概念。

其第一推力則是「內循環」，預判中國大陸

將高度仰賴國內經濟，並透過掌握國內經濟

領域，作為國際談判籌碼。因此，中國大陸

勢必想要提升對民營企業的掌控力。

發布〈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

戰工作的意見〉

近年「國進民退」持續成為關注焦點，

造成中國大陸業界不安，中國大陸官方則強

調，民營經濟是國家絕不動搖的經濟主軸線

之一。但2020年9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

布〈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

見〉（後稱〈意見〉），體現出強化掌控力

是當前治理層面的實存需求。1

〈意見〉是改革開放以來，首份有關民

中國大陸民營企業統戰工作動向
及影響評析

2020年9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

見〉。目的除呼應「雙循環」等經濟治理模式；同時在美中貿易與科技戰背景下，透過

掌握國內經濟領域作為談判籌碼。對臺商或兩岸經貿而言，存在以下影響：市場經濟運

作效率下降，政治因素上升；臺商恐被迫明確政治表態或配合中國大陸經濟戰略，間接

被整合進入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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