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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9万户，到了2004年，

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

每年减少135万户。据8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对这条呈

下降趋势的曲线，在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眼中代表

的是我国不甚理想的创业环境。他说，目前在我国，虽然创

业环境已大有改善，但是，严苛的政府规制、沉重的税费负

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仍在抑制创业活力。 重新提起“个体

户”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涌动心头的依然

是一个时代所释放出的创富激情。这样一个词汇，标志着中

国人从计划经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话语方式中，终于

开始能够走向市场经济的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然而

谁能想到，在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在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

中，“个体户”却日益成为一个渐趋消亡的词汇。是成熟的

市场经济不再需要“个体户”了吗？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不

可缺少个体工商户这样的经济单元，而面对就业日趋艰难的

现实，个体工商户更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民生之重的基础。 显

然，虑及周天勇所说的“不甚理想的创业环境”的现实原因

，谁都不能得到的一个判断是，个体户数量减少所意味的民

生之痛。公众创业热情不再，创富激情顿消，此种情形虽仍

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同日而语，但因为出现在市场经济体制

之下，才更容易地让人体会沉重。而且不能不提的另一个事

实是，在个体户这个合法工商户减少的同时，城市里的无照



摊贩似乎越来越多了起来，并随时处于与城管所代表的“主

流”权力的对抗之中，不断真实上演的“猫鼠戏”俨然成为

一大城市风景。民生之痛，此时更何以堪？ 分析这种现状的

原因，周天勇所指的“不甚理想的创业环境”当然值得重视

，但在我看来，除此之外，一个尽管数量巨大，但处于松散

的、无组织同时也无法发出自已真实的声音的群体，注定在

市场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处于弱势，并进而成为生命力脆弱的

物种，随时可能濒临绝境。 这是一个事实：在我国市场经济

的持续深入之中，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各种利益群体日益

分化的背景之下，广大的个体工商户却始终处于缺乏代言人

的权益困境中。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地方，以代表个体户利益

的商会组织与个体户群落的大小总是相得益彰的：商会越有

力，经济越充分。“温州现象”正是如此。我们也注意到在

一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常常也是商会组织最健全的

国家。如成立于1912年的美国商会是美国行业协会的总代表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联盟，多年来一直扮演美国企业代

言人的角色，在维护企业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不甚理想的创业环境”从来不是天生的或者是可以等来的，

在个体户权益与行政权力所喻含的部门利益的对抗中，理想

的创业环境更预示着双方充分、平等的博弈。然而，处于松

散的个体户群体，不可能有能力来做到这一点。而正是在与

行政权力经年累月的碰撞之下，“个体户数量减少”正是一

种在不甘于被盘剥、被左右之下的消极应对。若说民生之痛

，这才是真正令人痛心处。 由此而及市场经济机制的命题，

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没有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种中间组织的培

育与完善，我们离一个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可能尚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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