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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如何再腾飞

□ 傅白水

民营经 济 是 我 省 经 济 发 展 的

一支重要力量，对浙江的发展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30年浙

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浙

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史。 2011年

全省民营 经 济 总 量19872亿 元，占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2.1%； 限额

以上投资8563亿元，占全省总量的

59.9%；外贸出口1299亿美元，占全

省总量的60%。 值得指出的是，浙

江民企不仅推进浙江经济30年 的

崛起，还成为中国经济加速市场化

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改革开

放以来，浙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

跨区域经济流动，形成了30年中国

经济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 浙 江 人

经济现象。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

省民营经济在不断创造辉 煌 的 同

时， 现在的增速却在日益放慢，浙

江民营经济的领先优势正 在 逐 渐

削弱。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推动民营

经济大发展、大提升，为浙江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是摆在各级党

委政府面前一项重大而现 实 的 课

题。
一 、突 破 “ 天 花 板 ” 和 “ 隐 形

门”，促使扶持政策“落地生根”。 虽

然信心是黄金，要不断给民企鼓劲

和信心，但更重要的是要给民企真

金白银的政策措施， 并落地生根。
目前民营企业发展中存 在 所 谓 的

“天花板”、“玻璃门”和“弹簧门”。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民营企业出台

了不少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领域

在向民营企业开放。 如最近国家又

发布了“新36条”等一系列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可以说，
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日益改善，但

是政策的落实却不尽人意。 一些领

域民营企业想进进不去；一些领域

民营企业就算能进去，但发展又面

临着诸如融资难等困境，最后还是

被挤出来。 可见，推动我省民营经

济大发展大提升，政策落实和制度

环境更为重要。 为此，要大力破除

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政 策 障 碍 和

准入壁垒，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努力创造健康良好的发展环境

和充满活力的发展机制。 要进一步

优化政务环境， 深化审 批 制 度 改

革，继续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

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建立健全服

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优 化 商 务 环

境，降低商务成本，建立健全社会

化服务体系，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 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法

制环境， 根据国家有关 法 规 和 政

策，修订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地方

性法规，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

权益。 最为重要的是，要细化落实

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鼓 励 民 营 企

业发展的政策举措，让国家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落地生根”，避

免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馅饼”。
二、依 托 三 大 国 家 战 略，再 创

体制机制新优势。 针对 浙 江 民 企

“投资难”、“创新难”、“盈利难”，面

临领先机制丧失、发展动力减弱的

状况，要依托三大国家战略，推进

新一轮的体制机制创新。 同时，结

合14个产业集聚区建设，集聚有限

的资源要素， 提高要素使用效率，
打造项目和创新平台， 解 决 民 企

“投资难”、“创新难”、“盈利难”。 进

一步启动浙江经济发展 的 内 在 活

力，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再次超越和

领先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大量外

流， 这一方面是企业寻 求 投 资 洼

地、扩大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

是浙江缺乏具有潜力的 投 资 项 目

造成的。 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

政府的引导作用，打造项目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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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吸引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做

大做强。 如可以依托三大 国 家 战

略，集聚好的投资项目，打造项目

平台， 吸引民营企业加大 省 内 投

资。 最近温州设置400个项目，投资

规模达到4700亿元，这就为民营企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针 对 民 企 转 型 无 力、 创 新 缺

钱、科技缺人的情况，要在结构优

化和产业升级上下功夫，推动民营

经济转型发展；提高素质、增强内

生动力， 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政策上应大力支持民营企 业 的 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养和扶持成长型企业。 今

年，浙江将设立10个亿左右创新强

省基金，专门作为政策的引导。 同

时，要加大民营企业创新科技投入

和人才投入，设立更多的创新和风

投基金，引导和刺激民营企业创新

发展。 如2011年，新光控股集团在

没有增加一亩土地、没有增加员工

的情况下，业绩增长50%以上，“靠

的就是科技和研发，靠的就是品牌

和销售渠道的建设，靠的就是整体

附加值的提升。
三、顶层 设 计 创 新 金 融，解 决

民企“融资难”。 目前，中小微企业

要坚守实业做强主业，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融资问题。 为此，政府、银

行、 企业必须加强联手， 创 新 突

破，克 难 攻 坚 ，加 大 信 贷 额 度 ，创

新金融产品，支持企业特别是有发

展前景的小微企业。 更为 重 要 的

是，浙江作为中国民间金融最为发

达的地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必

须有前瞻思维和顶层设计，绝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应建立一个

多元化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如不

仅具有完善的融资担保功能、财政

贴息等风险补偿机制和税 收 优 惠

政策， 还应在设立中小企业银行、
制定中小企业信用标准、规范管理

拓宽民间融资渠道以及 发 展 中 小

企业直接融资等方面做 出 全 方 位

规划和顶层设计。 在此基础上，依

托浙江民间资本丰厚、民间金融活

跃的优势，规范民间金融，以温州

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核心，打造

中国民间金融中心，成为中国乃至

全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困 境 的 试

验区和先行区，创造性地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
四、 积极引导民企投资实体，

强筋壮骨做强主业。 近几年来，浙

江许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纷

纷进入房地产领域，严重削弱了浙

江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 发 展。 对

此，应积极出台政策举措，大力引

导民营企业投资实体经济。如利用

“新36条”， 积极完善市场公 平 准

入机制， 拓宽民营经济准入领域，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海 洋 资 源

开发、 基础设施、 公用 事 业 等 领

域。 针对民间投资，尤其是制造业

民间投资增速缓慢的状况，制定具

体政策，适当限制民间资本在虚拟

资本上的过度投机，鼓励民营资本

投资实体经济和创新发 展。 如 前

期，浙江出台了《浙江省公司债权

转 股 权 登 记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浙

江省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

企业登记办法》， 集中解决了目前

非常流行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等

各种股权投资基金在工 商 登 记 中

遇到的政策性问题。允许债权转股

权、设 立“股 权 投 资 ”企 业 两 项 新

政，以深度发掘债权和股权两项重

要资源，为浙江雄厚的民间资金投

资实体产业开辟了新的渠道。一直

坚守实体经济、并且迅速强大的杭

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 总 经 理 宗

庆后认为：“民营经济应该要回归

实体经济， 当然现在做实体经济，
税费比较高一点， 难度 比 较 大 一

点，但只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仍旧能把实体经济搞

上去。 ”
五 、加 大 尊 商 、亲 商 、兴 商 力

度，形成发展合力。 目前，在省外

投资创业的浙江人超过640万 人，

2008年 销 售 规 模 达 到 1.767万 亿

元，相当于当年浙江GDP的八成以

上，几乎在省外“再造一个浙江”。
企业 “走出去”， 固然有积极的一

面，但也有浙江需改造公共环境的

一面。 面对浙江企业 “走出去”的

浪潮， 我们必须加大尊商、 亲商、
兴商力度。把坚持服务浙商作为感

召浙商的重中之重， 急企业之急，
想企业之想，努力让民营企业经济

上有效益，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

有荣誉。 着力在“走出去”、“引进

来”互动融合上下功夫。 推进浙江

人经济向浙江经济转化，努力为民

营 企 业 发 展 提 供 充 足 的 阳 光 、空

气、土 壤、雨 露 和 水 分 ，坚 定 不 移

推进民营企业大提升，毫不动摇地

支持民营经济大发展，加快集聚天

下浙商巨大能量，合力共推浙江继

续走在前列。如创建良好的发展空

间和政策环境，吸引浙江人企业回

归， 尤其是总部经济发 展。 在 金

融、财 政、税 务 、土 地 等 政 策 上 积

极支持浙江人企业回归；为回归的

浙江人企业进行投融资 补 贴 和 担

保，在财税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和

优惠，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企业，在用地指标等方面予以倾斜

等等，为回归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

发展和成长环境。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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