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观地来分析!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衡量!
浙江 经 济 整 体 上 当 已 完 成 了" 起 飞# !正 处 在" 向 成 熟 过

渡$ 的阶段!而城市以及临近大城市的城郊区域则大约处

在% 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至于像杭 州&宁波等大都市!则

不乏进入" 追求生活质量$ 的区域与群体’ 但是!由于浙江

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作为转型与发展经济所具有的独特特

点!简单地套用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概念&范畴来分析&判断

其发展阶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要更客观&准确地判断浙

江经济发展阶段与趋向! 以及下一步面临的主要问题!必

须更多地借助实证研究方法(
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 浙江经济的确处在某种新旧

阶段转换过程中!转换的标志当不少于三个)
第一个标志表现在产业结构演进轨迹上! 即 % 二产

化# 高潮的结束与% 三产化# 高潮的迭起( 我们知道!直至

目前!浙江经济总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行工业

化国家早期的经历表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之产业结构变

化总体上表现为强烈的% 去掉农业# 或% 非初级产业化#
特征!即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 !"#$%"&’#()*+,"&!也称

" 初级产业$ + 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比重

则持续上升( 但非农产业的上升!具体又由两个阶段构成!

分别为" 二产化$ 阶段和" 三产化$ 阶段( 前者以第二产业

在总产值中份额的持续上升为标志!后者则以第三产业比

重的持续上升为标志( 如若分析浙江的三次产业 -./* 国

内生产总值+ 结构变化轨迹!不仅可以明显看到这两个阶

段的转换!而且还可以大体上确定这两个阶段的转换分界

时点!即 0112 年( 在那之前的 34 年间!浙江产业结构变化

呈现强烈的" 二产 化$ 倾 向)" 二 产$ 增 加 值 在 -./ 中 的

份额由 56768上升到 95:6;!在那之后!" 二产$ 比重不再

上 升!开 始 下 降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三 产 $ 的 异 军 突 起 )到

344< 年!" 二产$ 比重已下降为 9<:6=!" 三产$ 比重 则上

升到 62:5>!创历史最高记录( 按照发展的趋势!今后若干

年!" 三产$ 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直至超

过一,二两个产业的总和( 这一点已经为所有工业化国家

先前的经历所证明!当一个经济完成工业化时!" 三产$ 无

论在国 民产值中! 还是在就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 都 在

94?以上(
第二个标志表现在开放模式的转换上! 由片面的区

际化开放向区际化&国际化开放并重模式转换( 市场经济

是开放经济! 但一个大国内部之具体区域经济的开放!可

以有两 种选择)一种是面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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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
背 景 &展 望 与 对 策

编者按 若干迹象表明!浙江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高速增长阶段( 大多数学者认为浙江经济已经进入新

旧转换的发展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浙江经济已经形成内生增长的机制(研究这一经济体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发展

特征!探索发展新阶段的背景&原因&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已是学者及官员们当前关注的焦点问题( 由

此!本刊于 3443 年 <4 月下旬就上述问题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此处刊发部分研讨文

章!以供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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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对其他国家的开放! 前一种开放可以称之为 " 区际

化# $后一种开放可以称之为" 国际化# ! 客观地来分析$
浙江经济在市场导向转型的前 !" 年间$ 开放重心几乎完

全置于区际一边$浙江制造业发展的市场%要素绝大部分

从区际开放中获得! 这一模式的形成$部分地得益于具有

" 闯市场# 偏好的浙江商人的首创精神与开拓 精神$部分

地则属于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由于早期浙江国际开

放政策相对于沿海多数地区的不利处境$地区经济国际化

开放受限$不得不另觅蹊径! 结果便是超常规发展的经济

区际化! 短短的十多年时间$浙江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为数众多的市场$形成了一个以浙江为核心的庞大的商品

销售与要素吸纳兼具的市场系统$ 正是有这样一个系统$
使浙江经济利用区际贸易%区际要素流动获得了国际贸易

与国际要素流动一样的利益! 这一点可以解释浙江经济转

型前 !" 年的" 两低一高# 现象&低外贸依存度%低外资依

存度与高经济增长率! 但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种模式近

年以来也在发生转换$ 转换的开端也以 #$$% 年前后为界

限! 在那之前$浙江外贸%外资发展缓慢$在那之后则双双

突进! 由此而引起两个依存度的大幅度上升$尤以外贸依

存度上升最快&#$$% 年之前$浙江外贸依存度’ 进 出 口 总

额占 &’(百分比( 最高年份也只有 !)*+,$ 出口依存度

’ 出口占 &’(比重( 则不高于 #%-$而到了 !..# 年$这两

个数据分别上升到 +.*),和 !%*+/! 短短三年时间$前者

上升了 #) 个多百分点$后者上升了 #. 个百分点$上升之

快为沿海地区之最) 与此同时$浙江商人在" 走出去# 方面

也跃跃欲试$开始积极进军海外市场$进行创办中国式跨

国企业的尝试!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作为区域经济的浙江

经济$其开放模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换!
第三个标志可以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上看到$ 是城

市化的加速! 虽然城市化有许多指标$但人口的农村0城

市向的空间迁移是个基本指标! 最近三四年以来$浙江人

口的空间迁移变化有两个鲜明的倾向&一个是农村人口迁

居城市加速$另一个是小城市迁居大城市加速! 前一个加

速的标志是城市化率的加速上升$近四年以来每年的增幅

都在 ! 个百分点左右$!..# 年更高达 !*1 个百分点! 在后

一个加速中$ 人们对于大城市的选择已经超出省域范围$
浙江人主要是那些" 先富起来# 的浙江商人$已经不再满

足于在浙江省内寻找居住与发展的城市了$而将眼光放宽

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海外!
上述三个标志$ 不仅意味着浙江经济发展正在经历

某种阶段转换$而且还非常清楚地显现出这种转换的基本

方向! 具体来说$产业结构变化" 二产化# 的过去与" 三产

化# 的继起$预示着浙江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收尾阶段$这

个 阶 段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动 力 将 由" 二 产# 向" 三 产# 移 动!
" 三产# 的主导行业$如金融%保险%通讯%贸易%运输等等$
将迅速上升为" 现代经济# 的龙头产业$制造业将要永远

失去在整个产业中" 龙头老大# 的地位$它只有依托第三

产业的上述主导行业才能得到进一步扩展*区域经济开放

模式的转换即从片面区际化到区际化%国际化并重模式的

转换$ 预示着浙江经济市场与要素流动空间分布的变化$
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外向投资对于浙江经济的下一步

发展$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打破

省域界限的都市化的加速$意味着投资因而经济空间分布

的调整开始! 所有这三个方面的转换$都正在或即将给浙

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 战$在所有的挑战中$一个挑战最

值得关注$这个挑战与一种效应联系在一起$这便是" 城市

化2老板进城与迁移效应# !
表面上看来$ 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定居区域空间

的变化$即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事 实上在这个现象的背

后$主导因素是" 老板进城# 倾向! 这一倾向在浙江显得尤

其突出$其影响尤其深远! 我一直感到$浙江最近 !" 多年

以来的工业化$是欧洲古典工业化在转型经济的现代翻版&
发端于乡村而成长于城市$集聚于小城市而完成于大都市*
主要由私人企业家%商人推动! 而私营企业家%商人等这些

被笼统地称为" 老板# 的群体举动$正在影响乃至左右着浙

江工业化的进程$赋予浙江区域工业化以某种独特的特点!
城市化也不利外! 今天的浙江老板们 !"多年前几乎全是农

民$在创业初期$略有积蓄$翻修一下农村的老房子就已经

心满意足了$后来随着其实业的扩大$财富的积累$在家乡

盖个小楼$购置较现代化的设施也感到不错$再后来就是在

县城乃至地级中心城市买个商品房$迁移户口进城! 进一步

发展$随着老板们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他们经营的实业与远

地乃至国际市场联系的经常化与扩大化$" 老板们# 对小城

市的人居与发展环境渐渐失去兴趣$ 开始寻找适合现代人

居住与发展的城市$主要是大城市! 目前相当一部分浙江老

板$带有这种行为倾向! 由此而正在发生如下连锁效应&老

板要进城$主要是大城市$投资要流动$跟随老板流动$企业

要迁移$跟随投资移动$最后则是打工者进城! 这是古典城

市化的典型版本$也在成为浙江城市化的版本!
我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浙江的老板群体是最好

流动的$因此投资也最容易流动$区 域间经济的融和在微

观层次最为活跃! 微观层次的区域经济融和必然引致经济

区域间布局的重构$其中三个层次的区域经济重构将是大

势所趋&第一个层次是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之间的经济重

构$主要是主体产业重构*第二个层次是浙江省内部几 大

区块之间的经济重构* 第三个层次是省内县域 经 济 的 重

构! 在这三个层次的经济尤其是产业重构过程中$最大的

压力将落在县域经济身上$说明白一点$有些目前繁荣的

县域$一旦在区域经济重构中失势$将可能衰落下去$而那

些生气勃勃的新兴县域$则可 能集聚新的产业$成为次级

制造业中心或区域商贸中心!
上述区域经济的重构$ 当是浙江各级政府应对的最

大挑战之所在!

浙江社会科学 !""# 年第 $ 期 +主题研讨+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