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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30 年的改革发展史 , 可以

说 是 一 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论的实践史 , 是一部波澜壮

阔的创业创新史 , 也是一部充满艰辛的

民营经济成长史。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

发 展 、民 营 经 济 迅 速 崛 起 , 是 浙 江 经 济

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和优势之一。

目前 , 浙江民营经济已占全省 GDP

的 70%以上 , 税收的 60%以上 , 外贸出口

的 45%以上 , 就业人口的 90%以上。个私

经 济 总 产 值 、销 售 总 额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和 出 口 创 汇 额 等 4 项 最 能 反 映

民营经济实力的指标 , 已连续 9 年居全

国第一。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 , 浙江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

民、创新强省之路”。无论是过去、现在 ,

还 是 将 来 , 民 营 经 济 都 是 浙 江 创 业 富

民、创新强省的基础所在、优势所在、活

力所在、源泉所在。

积极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创

新创业的政策环境

2007 年 4 月下旬 , 省委书记赵洪祝

在台州考察时指出 , 要进一步营造有利

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 , 并提

出“三个坚决”,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 浙江能够保持持续

快速发展的态势 , 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以

人 为 本 、富 民 强 省 的 发 展 目 标 , 并 以 全

民创业为重要实现手段 , 在体制、机制、

市 场 、产 业 、科 技 等 诸 多 领 域 进 行 了 异

常活跃的创新 , 从而形成了民办、民营、

民 有 、民 享 的 经 济 发 展 特 点 , 这 也 是 浙

江发展经验的核心之所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工

作 , 加强领导 , 加大投入 , 营造环境。

2006 年 , 省 委 、省 政 府 召 开 了 全 省 自 主

创新大会。2007 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

确 提 出 “ 创 业 富 民 , 创 新 强 省 ”的 总 战

略 , 第一次把自主创新作为我省又好又

快发展的核心战略 , 把改革开放和自主

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 , 把

全 面 加 强 自 主 创 新 作 为 我 省 经 济 建 设

的首要任务 , 把在自主创新方面实现新

突破放在 6 个新突破的首位。

2007 年 , 省工商部门推出十大举措

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深入

推进民企 551 1 培训工程 , 以浙江个私

民 营 企 业 协 会 及 中 国 民 营 经 济 研 究 院

为依托 , 积极筹建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培

训中心和创业基地 , 建立完善企业家、

经理人培训体系 , 大大提升了民营创业

者素质。同时全面启动了以实施双重构

架 、推 动 民 营 经 济 新 飞 跃 为 重 点 的“ 五

个 1 万 ”工 程 , 组 织 1 万 家 民 营 企 业 联

村 帮 扶 、 推 动 1 万 家 民 企 安 置 失 业 人

员、培育 1 万只民企自主出口品牌、扶

持 1 万家成长型民营企业、培植 1 万家

诚信民营企业。

各市、县纷纷出台各项有利于民营

企业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温州市出台

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强

市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从 2006 年 开

始 , 温州市财政注入 1 000 万元奖励或

补 助 科 技 创 新 , 以 后 根 据 财 力 逐 年 增

加。温州市还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单独或

与国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建立

以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和 应 用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宁波市重点资助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项目。宁波市科

技局与市财政局制定出台的《宁波市高

新 技 术 企 业 重 点 研 发 项 目 经 费 补 助 暂

行 办 法》中 规 定 , 市 级 以 上 高 新 技 术 企

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 重点研发项目

□本刊记者 吴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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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获 得 企 业 投 入 研 发 经 费 25%- 35%(总

额一般不超过 1 00 万元)的政府财政补

助。

实践证明 , 正是由于积极营造宽松

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 最大限度地发挥

人民群众创新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大力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使

“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的艰苦创业取

得了丰硕成果。

从创业走向创新 , 创新主体

实现质的转变

近年来 , 我省把自主创新作为实施

“ 创 业 富 民 、创 新 强 省 ”的 重 要 举 措 , 深

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品牌战略 , 加强

创新体系建设 , 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 ,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 而人是最活跃

的生产力要素 , 我们从新一代浙江商人

身 上 感 受 到 了 由 创 新 理 念 带 来 的 可 喜

进步。

在 2007 年 第 1 3 届 国 家 级 企 业 管

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获奖名单上 , 万向再

获 殊 荣 , 以“ 汽 车 零 部 件 企 业 海 外 经 营

战 略 的 实 施 ”成 果 , 荣 获 国 家 级 企 业 管

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机械行业创

新成果一等奖。鲁冠球上榜 2006 中国

民 营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1 0 大 领 军 人 物 榜

单。

地 处 台 州 的 杰 克 集 团 近 年 来 的 快

速发展有目共睹 , 董事长阮福德道出了

杰克快速发展的秘诀 : 早在 9 年前就提

出“我们一直致力于创新”的核心理念。

“自主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 它的范

畴 囊 括 制 度 创 新 、管 理 创 新 、文 化 创 新

等。”杰克集团自主创新的经验就在于 :

建立健全创新管理的长效机制 , 规范和

激励员工自主创新 ; 注重企业文化宣传

力 度 , 营 造 浓 厚 的 自 主 创 新 氛 围 , 提 高

全 员 的 自 主 创 新 意 识 ; 人 才 引 进 是 关

键 , 为 自 主 创 新 注 入 新 鲜 血 液 ; 以 项 目

运作推进自主创新 , 极大提高创新能力

和档次。

走进吉利、星星、飞跃等龙头企业 ,

无 不 让 人 感 受 到 企 业 家 们 激 情 四 溢 的

创 新 冲 动 和 他 们 正 在 从 创 业 走 向 创 新

的蜕变过程。

中 国 民( 私) 营 经 济 研 究 会 会 长 保

育 钧 在 谈 到 台 州 市 民 营 经 济 的 优 势 时

说 , 台 州 的 民 营 经 济 起 点 高 , 民 营 企 业

不 等 不 靠 , 没 有 固 定 模 式 , 在 创 新 中 发

展 , 在发展中再创新。这是最大的优势 ,

十分难能可贵。台州拥有一大批自主知

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 如飞跃、钱江、星

星、吉利、苏泊尔 , 这些品牌都是民营企

业 通 过 不 断 创 新 观 念 、创 新 管 理 、创 新

体制、创新技术取得的。

从制造到创造 , 意味着在全球产业

链中 , 技术和创意将成为中国产品的定

价要素 , 原材料成本及廉价劳动力不再

是中国产品的唯一竞争力所在。飞跃集

团如果没有“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勇气 ,

就不可能成就“中国第一”的辉煌。通过

持之以恒的创新 , 飞跃集团全面实现了

“飞跃”: 拥有的 50 大系列 500 多个品

种 , 全面达到了发达国家市场对产品品

质和性能的要求 , 某些指标还超过了国

际同类产品 , 为我国缝制设备行业真正

实现机电一体化奠定了基础。而被誉为

“中国自主创新典范”的吉利集团 , 在我

国民营造车领域连连打破纪录 , 不断涌

现 的 自 主 创 新 产 品 敢 于 与 国 际 巨 头 竞

争。

从简单消化到全面消化 , 从引进消

化吸收创新到集成创新 , 从集成创新到

原始创新 , 浙江产业集群正扬长避短 ,

取利去弊 , 不断丰富创新模式。

从局部走向整体 , 全民创新

的生态系统正在构建

徐 毅 的 名 片 上 , 赫 然 印 着“ 宁 波 市

奇 境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 的 头

衔。他今年才 23 岁 , 刚从宁波大学商学

院毕业。在大学读书时创办的数字娱乐

公司 , 如今已拥有 20 多名员工 , 其中大

多是他的学弟学妹。

融资难 , 是徐毅面临的最大问题。

徐 毅 创 办 宁 波 市 奇 境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后 , 学校将之列为重点扶持的创业企

业之一 , 并把 1 .5 万元“华夏创业奖”授

予 这 家 企 业 。 为 了 募 集 更 多 的 发 展 资

金 , 徐 毅 还 创 新 发 展 思 路 , 把 企 业 的 股

份按不同比例分给员工 , 让员工成为股

东 , 以此解决资金难题。

就这样 , 一个创业者变成了一群创

业者。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吴 敬 琏 到 台 州 考 察

以 后 说 :“ 在 温 州 、台 州 一 带 , 看 到 了 中

国经济发展的最亮点。”从制造业到服

务 业 , 从 中 小 企 业 到 龙 头 企 业 , 从 区 域

性 创 新 服 务 机 构 的 蓬 勃 发 展 到 广 泛 引

进“大院名所”与企业共建创新载体 , 浙

江正在重构全民创新的生态系统。

2007 年年初 , 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

和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台州分院 ( 筹) 理

事会正式成立。凭借台州的产业基础和

浙 大 雄 厚 的 科 研 、人 才 资 源 , 浙 大 台 州

“两院”将成为台州和浙大重要的人才

培 养 基 地 、科 技 创 新 基 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基 地 、国 际 交 流 合 作 基 地 、台 州 的 先

进制造业孵化器与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

为 进 一 步 促 进 台 州 又 好 又 快 发 展 发 挥

重大作用。2007 年 6 月 26 日 , 浙江大学

台州研究院汽摩配研究所在“中国汽车

零部件产业基地”玉环县正式成立。新

成 立 的 汽 摩 配 研 究 所 投 资 3000 万 元 ,

下 设 5 个 实 验 室 , 开 展 产 品 研 发 、人 才

培养、服务企业、项目合作等工作。

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 , 备受世人关

注。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说 , 温州是吃

“ 改 革 饭 ”长 大 的 , 是 走“ 创 新 路 ”起 家

的。民营经济已成为温州发展最大的品

牌 , 并已成为推动温州生产力发展的重

要力量 , 发展民营企业经济已经成为温

州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 还将成为

温州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目前全

市 民 营 企 业 1 3 万 多 家 , 民 营 企 业 数

量 、工 业 产 值 、上 交 税 收 、外 贸 出 口 , 分

别占全市的 99.5%、95.5%、80%、95%。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 , 王建满认为必须要突

出理念创新、路径创新、服务创新 , 把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切 实 转 入 科 学 发 展 的 轨

道 。 要 依 托 自 主 创 新 , 克 服 “ 发 展 惯

性 ”, 以 创 新 优 结 构 、以 创 新 提 层 次 、以

创新强实力。

当前 , 浙江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处于

改革发展的关键 时 期 ,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进 入 了 转 型 、转 轨 、提 升 、飞 跃 的 重 要

阶 段 。 我 省 将 以 自 主 创 新 推 进 民 营 企

业 观 念 、制 度 、科 技 、管 理 、文 化 和 发

展 战 略 等 方 面 的 全 面 创 新 , 进 一 步 促

进 发 展 模 式 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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