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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民营经济 的发 展是全 国的典范 ，他们 的发 

展经验 ，可 以为我省提供借鉴 。 

一

、 浙江 民 营 经 济 的 发 展 历 程 

浙江 民营 经济 的发展 是从 改革开 放开始 的 ，大 

致 可 分 为 三 个 阶段 。 

第 一阶段 ：改 革开 放 至上世纪 90年代初 ，民营 

经济发展 以“集体”经 济为主 。 

随着农村联产 承包 责任制的推行 ，个体 经济开 

始 出现 。随着改革 的推进 ，上世 纪 80年代 ，私营经济 

开 始 出现 ，但 

一 直 到 90年 

代初 ，国家对 

私 营 企 业 还 

持观望态度 ， 

实 行 “三不 ” 

原 则 ：不 提 

供 、不宣 传 、 

不抵制 。个体 

私 营 经 济 实 

现 了 “零 ”的 

突破 ，但 一直 

元 。在工业领域 ，个 体私营经济 已成 为新 的经济增长 

点 ，个体 私营工业 占全部工业 增加值 的 比重 由 1990 

年的 5．5％升 至 l997年的 40．6％。经过这 一时期 的 

发展 ，全省个体 私营经 济增加值 由 1990年 的 l4l亿 

元增 至 l997年的 1564亿元 ，占全省 GDP的 比重 由 

l5．7％上 升 到 33．7％。 

与 此 同 时 ，由 于改 制 、“红 帽 子 ”被 取 等 原 因 ，集 

体 经 济 开 始 萎 缩 ， 占 GDP的 比 重 由 1990年 的 

53．1％下 降 到 l997年 的 36．7％ 。 

发展缓慢 。到 1990年 ，个体私营经济 占 GDP的比重 

仅 为 15．7％。而与此 同时 ，不少私营企业主 出于对 自 

己合法生存 地位的疑虑 ，或者为 了少惹麻烦 ，迫不得 

已戴上 了集体所有制 的“红帽子”。因此 ，城镇 和乡村 

集 体工业 为主的集体经 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78 

年 ，全 省集体 工业增 加值 仅 l7亿元 ，占全部 工业增 

加 值 的 比重 为 36．2％ ，到 l990年 ，集 体工 业增 加值 

已达 223亿 元 ，比重 达到 61-3％。 12年时 间集体 工 

业 所 占比重 上升 了 25．1个百分 点 。在 1990年 的国 

民经济中 (GDP)，集 体经 济 比重高达 53．1％。 

第二 阶段 ：l991年至 1997年 ，民营经济发展 以 

个 体私营经济为 主，“集 体”经济开 始萎缩 。 

l991年到 1997年 ，浙江 经工商登 记注册 的个 

体工商 户和 私营企业 分 别 由 100．3万 户和 1．1万 家 

增 至 153．2万 户和 9．2万家 ，从 业人员 由 155．8万 人 

和 16．9万人增 至 256．4万人 和 l35．5万 人 ，注册 资 

金 由 40亿 元 和 7-3亿 元 增 至 219．9亿 元 和 470．6亿 

第 三 阶 

段 ：1997 年 

至今 ，个 体 、 

私 营 、外 资 ， 

以 及 产 权 多 

元 化 的混 合 

所 有制 经 济 

全 面 发展 。 

到 20o2 

年 ， 浙 江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占 

GDP的 比重 达 47．1％ ， 比 1997年 上 升 了 l3．4个 百 

分点 。同时 ，这 一阶段 民营经济 的产权形式更 多地表 

现为产权多元化 的混合所 有制形式 。以规模 以上私 

营工 业企 业 为例 ，1998年私 营独 资 企业 为 952家 ， 

私营有 限责任公 司为 937家 ，分别 占私营企业 单位 

总数 的 42-3％和 41．6％。到 2002年 ，私 营有 限责任 

公 司达 7467家 ，占私营企业单 位总数 的 72．5％，比 

l998年上 升 了 30．9个百 分点 ，私营独 资企业 2252 

家 ，所 占比重下降为 21．9％ 

二 、浙 江 民营 经 济 发 展 的现 状 分 析 

目前 ，浙江 民营经济 ，特别是个体私营 经济在 国 

民经济 中的 比重 相当大 ，领先于全 国其 它经济发达 

省 市 。2002年 ，浙 江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创 造 增 加 值 

3667．6亿 元 ，比 江 苏 、山 东 、上 海 分 别 多 658亿 元 、 

598亿元 、3l8l亿 元 ；其增 加值 占国内生 产总 值 的 

47．1％ ，分 别 比江 苏 、山 东 、上 海 高 出 l8．8、l8和 38．1 

个百分 点。与 广东 比，广 东 2002年非公有制 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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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 (缺 乏广东个体 私营经济 的增加值数 据 )虽 占国 

内生产 总值 的 54_3％，只 比浙 江低 0．5个 百分 点 ，但 

广东非公有制 经济 中的外商 和港澳台控制经济 比重 

远高于浙江 ，因此 ，广东 的个 体私营经济 比重也 比浙 

江低 得多 。当前 ，浙 江的民营经济表现 出以下特点。 

1．个体 私营单 位发展快 ，数量多 。浙江 省工商 局 

统 计 显示 ，2003年浙 江新 登 记 私营企 业 71434家 ， 

新设 立个体工 商户 311550户 ，平 均每天有 234家私 

营企业 完成 注册 ，每天有 1026户完 成设立 。截 止 

2003年 底 ，浙 江 的个 体 私 营 企 业 共 达 189万 家 

(户 )，私 营企业 总户数首 次超过广 东 ，跃居全 国第 

二 ，列 江 苏 之后 。 

2．个 体私 营经济 实力 强 。 自 2000年来 ，浙 江 

个体工商 户和 私营企业 的注册 资本 总量 每年 以 500 

亿元 的幅度递 增 ，到 2003年底 已达 2515．43亿 元 。 

全省百 强 民营企 业 中 ，有 68家的 年销售 额或 营业 

收入超 过 10亿 元 ，排 在榜首 的万 向集 团年销售 额 

达 到 了 ll8亿 元 ，排 在 最末 的恒柏 集 团也达 到 了 

7．19亿元 。 国家工商联公 布 的数据 表 明 ，2002年 ， 

全 国民 营企业 综合实 力 500强 中 ，浙 江 占 170家 ， 

总量居全 国第一 。 

3．以个体私营为 主的民营经济 的发展 促进 了浙 

江 经济 的快 速增 长和综 合 实力 的增强 。主要 表现 ： 

一 是 民营经济推 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二 是民营 

经 济成 为浙江增加就业 的重要渠道 ；三是 民营经济 

成 为浙 江税收收 入的重 要来源 ；四是 民营经济成为 

浙 江#1-贸 出口的重要组 成部分 ；五是 民营经济投资 

成 为浙 江投资需求较快 增长 的重要 因素 ；六是 民营 

经 济发 展是浙江 城乡居 民收入增加 的重要 方面。 

三、浙江 民营经 济快速发展的原 因探讨 

浙江 民营经 济发 展在全 国处于领先 位置 ，究其 

原 因 ，一是浙 江民营经济有进入市场创业 的动力 和 

环 境 ，二是浙 江民营经济经营采取 了适 当的技术手 

段 。 

(一 )浙 江 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创业 的动力和环 

境 

1．穷 则 思变 。在 改革 开 放前 的计 划经 济 体制 

下 ，一方 面 浙 江是 海 防前 线 ，在 国家 的统 一 规 划 

中 ，承担着巩 固海防 的战略重任 。从 战备考虑 ，国 

有企业不宜摆 在海防前线 ，因而国家在浙江 的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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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内地省 份要 少 ，导致浙江整 体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 。据 统计 ，改革 开放前 的 1978年 ，全 国 -1-"业 

总产 值 中 ，国有 -1-"业产 值 占 77．63％ ，集 体工 业 产 

值 占 22．37~70；而浙 江 -1-"业 总产值 中 ，国有企 业 产 

值 只 占 61．34％，集体 工业产 值 为 38．66％，集体工 

业 的比重 比全 国高 16．29个 百分点 。在浙南 一些地 

方 ，例 如温 州 ，有 的县 简 直 就 是 “国有 -1-"业 空 白 

县 ”，唯一 的 国营企业 就是 县城 中 的国有商 店和 国 

有银行 。另一方 面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 省 ，有 “七 

山一水二分 田”之称 ，耕地资源稀缺 ，人均耕地仅 

0．62亩 ，不到全 国平 均数的一半 。当时浙 江一些地 

方 的人 民生活相 当困难 ，迫于生存 的压 力 ，只要政 

策一有松动 ，就会 有大量的人另找生 活出路 ，或者 

外 出经商 、或者创业 办厂 (有 的只是一些小 作坊 )。 

这种计划体制 的忽 视和资源上 的劣势反 而成 了浙江 

人 民迈 向市场化 的动力 ，成为浙江 民营经 济发展 的 

动力 。 

2．文化背景 。著 名社会 学家马克斯 韦伯认为市 

场经济发展 的过程 中存在着与市场经 济发 展相适应 

的资本 主义精神 ，这 种精神 “不单 是那 种随处可见 

的商业 上 的精 明 ，而且 是一种 精神气 质 ”。浙 江特 

有 的 文 化 具 有 传 统 文 化 和 海 洋 文 化 两 方 面 的 特 征 。 

浙江 民营经济之所 以能快速发展 ，与其有 相适应 的 

文 化 背 景 分 不 开 。 

(1)吃苦 耐劳 。面x,-J"自然 资源 匮乏 、-1-"业基 

础薄弱 的生存压 力 ，浙江人不等不靠 ，或者外 出经 

商 ，或者创 业办 厂 。上 世纪 80年代初 ，全 国各地 

都可看 到浙江 人背井离乡 ，肩挑背扛着各 种商品走 

乡串 户 o 

(2)坚韧 不拔 。浙 江人在 艰苦环 境 中 ，磨炼 

出 了承受 自然 条件 和 市 场竞 争 摔打 的坚韧 不 拔 精 

神 。温州 人形象地 自比为 “野 草 ”， “善 于从石缝 

中长出来”。 

(3)勇于创新 。浙 江人敢 冒风险 ，敢 为人先 ， 

敢 于冲破各种陈规陋 习和僵化思想 的束缚 ，具有 一 

种钱江 大潮汹 涌澎湃 的气 概 。早 在上世 纪 50年代 

末 ，浙江永嘉人 民就尝试过包产 到户。浙江拥 有全 

国第 一批 发放的个体工商执 照、第一批闻名全 国的 

农 村专业 市场 、第一座农 民城 、第 一批 股份合作 制 

企 业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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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 商并 重 。浙 江人 自古X,-J “百 工 之技 ” 

极为推 崇 ，能 “握微 资 以 自营殖 ”，主 张 “利 义并 

存 ”、 “工商 皆本 ”，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 区别 。这 

种工商业 传统 ，充分体 现了 “实用理性 ”的思 维方 

式 ，与 “三个 有 利于 ”有异 曲 同工 之妙 。在 “左 ” 

的思 潮盛行 时期 ，浙江许多地方 仍想方设法发展 家 

庭 副业 ， “资本 主义尾 巴”割 了又长。 

3．政 府 “宽 容”。浙 江民营经 济 之所 以能敢 为 

天下先 ，其 中一 个 重要 原 因 就是 当地政 府 的 “宽 

容 ”。改革开 放 之初 ，浙 江一些地 方政府 根据 当地 

的发展情 况 ，采取 默许 ，甚至 “合谋 ”的方 式支持 

民营经济 的发 展 。上世 纪 80年代 的温州 ，其 财政 

收入 的 85％来 自于 民营企业 。 当时 的浙 江 省委 三 

次调整 温州 的领导班子 ，但 每一任 “一把--T--”都明 

里 暗里 支 持 民 营经 济的发 展 。 1998年 ，省政 府 进 

一 步加大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力度 ，相继 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 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的政策 ，提 出了 

对 民 营经 济政 策要 做 到 “四个 不 限 ”、 “三 个 加 

大”、 “三 个有”。即不 限发展 比例 、发展速度 、经 

营方 式和经 营规模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依 法保护 

力 度 和环 境 整 治力 度 ，使 个 私经 营 者经 济 上有 实 

惠 、社 会上有地位 、政治上有荣誉 。当地政府 的这 

种 “宽容 ”，实 际上就 在特定 的历 史条件 下 ，在 中 

央 和基 层 之 间形 成一 层 缓 冲 ，推 进 了经 济制 度 变 

迁 。 

4．市场 需求 充足 。浙 江民营经 济发 展 的初期 ， 

我 国正 处 于短 缺 经济 时 期 ，凡 是 能 生产 出来 的东 

西 ，就差 不多都能卖掉 。因此 。浙江 民营经济进 入 

市场 的风 险较小 ，其生产经 营也 相x,-J容易 ，只要 生 

产 好 ，一 般都能获得丰厚 回报 。这 一方面给浙江 民 

营经济 的创业 以极 大 的激励 ，吸 引更 多的民企进入 

市 场 ；另一 方面使得浙 江民营经 济获得 了资本 ，积 

累了发展经 验 ，为 以后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 良好 的基 

础 。 

(二 )浙江 民营经济 的经营特点 

1．产业 的选择 。浙江 民营经济主要集 中在 以纺 

织 、服 装 等轻 工行 业 为代表 的制造 业 。2002年规 

模 以 上 私 营 工 业 总 产 值 中制 造 业 所 占 比重 达 到 

99．4％。其 中。纺织业 、服装及 其他 纤维制 品制 造 

业 、普 通机械制造业 、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 、金 

属制 品业 五个行业 总产值 占全部私营工业总产值 的 

比重 分 别 为 21．6％、8．1％、7．7％ 、7．3％和 6．1％． 

五 大行业 所 占比重共 计 50．8％。从实践来 看 ，浙 江 

在这些行业 民营经 济发展很成功 。分析其 原因 ：第 

一

， 技术 含量不 算太 高 ，便于 制造 或模仿 。第二 ， 

适 应从业人员素质 。第 三 ，启动资金不多且周 转较 

快 。第 四，容 易进入市场 。这些行业一般没有 高额 

的利润 ，容易被地方保 护主义忽视 ，从而 比较 容易 

进入外 地市场 ，获得较广 阔的市场空间 。第五 ，受 

政策影 响较小 ，可 自由地生产 经营。 

2．产业集 聚的发展模式 。浙 江民营经济的企业 

规模普遍较小 ，但往 往 以众多 中小 民营企 业聚集在 

一 起 ，生产 同一种 或同一类产 品 ，形成一 个个产业 

集 聚 区 (或 者说 块状 经 济 )。集 聚 区 内分工 精 密 ， 

通过专业 市场密 切联 系 ，既有适 应市场 的灵 活性 。 

又有 聚集 起来 的规 模 效 应 ，从 而具 有 很 强 的竞 争 

力。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把 它形 象地称为 “小 狗经 

济”。产业集 聚 的发展 模式 ，使 浙江有 232种工业 

产 品市场 占有率 居全 国第一 ，而且 每一种的年销 售 

收入都在 500o万元 以上 。 

3．工商互动发展 。浙江 民营经 济的发 展 ，是工 

业 (准确地讲 是以纺织 、服装等 为代表 的轻工制造 

业 )与商业 的互 动发 展 ，形象地讲 是 “小商 品 、大 

市场 ”。浙 江既 是制造业 强 省 ，也是市 场大省 。截 

至 2001年 ，全省共 有各 类商 品交 易市场 4278个 ， 

商 品交 易市 场 中近 90％的经营户 是个 体私营 企业 ； 

年成交额 4652亿元 ，连续 11年位居全 国第 一。商 

品交易市场特别是专业市场 与区域经济特别是 专业 

加工 群体互 为依托 ，滚动发 展 ，是浙江经济 的又一 

大特色。传统 工业基础上 的产业 催发 市场 ，或是 专 

业市场 带动产业 联动发展 ，使浙 江个 体私营经济 区 

域产业 特色十分明显 。比如 义乌 ，整个城市就像一 

个 大市场 ，几万家 企业设 点经 营 。3000多名外商 常 

驻义乌 采购 ，商品远销 120个国家和地 区。全 国最大 

的袜子生产基 地诸 暨 市大唐镇 。本 地人 口只有 1．5 

万 ，却有 800O多个 家庭企 业从 事袜业 生产 。全 镇年 

产 48亿 双袜子 ，产值 达 90亿元 。 

(作 者单位 ：武 警成都 指挥 学 院、四川省 企业调 

查 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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