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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狗经济是浙江的显著特
色

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目光投向

了这篇生机蓬勃的土地。而小狗经济，是

著名经济学家钟鹏荣在考察浙江经济发

展后概括出来的。

（一）小狗经济秘诀和基本特征

小狗经济这个名词，简单来描述即

是经济活动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

在浙江，这样子的情况可谓遍地都是。在

那个刚刚开放市场的年代，当大部分人

还在张望着政策与走向的时候，敢为天

下先的浙商们便勇敢的投入了市场，各

种家族式自营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而这也是小狗经济最庞大的基础和雏

形。每个厂都有专门负责生产的部件，自

完成生产后，也并非拿到市场上销售，而

是进行统一的组装。小狗经济的基本特

征，指的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产业的集

中生产与单个企业生产的统一，简单的

说就是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县市重点发展

一种产业，而其中的一个企业只负责生

产该产业的某部分零件。比如说，眼镜是

一个产品，某个企业生产镜片，其他部分

则有另外企业生产。而在销售方面，亦有

其独特之处。产品的销售不单单是单个

企业的销售，而是通过与其他企业的优

化组合，各部件之间形成一个真正的“产

品”，再拿到市场上销售。可以说，这种贸

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生产

模式，它的重点和特色在于用市场交易

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代

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企业不再生产

商品的所有部分，而是只生产其中的某

个零件，然后在市场上交易，通过市场的

交易来实现产品的总装。在传统模式的

市场中，十分讲究资源的占有率，倘若一

个企业拥有了绝对的资源，那基本就是

占有了市场。而在小狗经济中，资源的垄

断是不存在的。因此各商户既争取了规

模经济的优势，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

势，各企业即使只生产一样零件，也能使

产值最大化，这就是规模经济。而几百家

或上千家独立的小企业通过分工和市场

交易形成的区域大企业，不光争取了单

个企业和区域经济两种优势，同时又保

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而产权激励和产

权约束则是家族体制得以生生不息的根

本原因。

（二）小狗经济重要背景

小狗经济之所以能在浙江尤其是浙

南这块地方生根发芽，和当地背景有着

重要的关系。九十年代初期，南方谈话的

风潮席卷全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春

天，但是真正敢于实践的却不多。小狗经

济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区域性的产业集

中，即由某个区域专门制造产品的某个

部件。由于区域性产业集中，产品的各种

相关部件都可以在区域内就近采购。其

结果自然是企业规模被市场规模所取

代，久之真正做到了由市场取代企业和

政府的调控。

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的深度分工

和更大范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有了互

联网，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运输条件符

合，均可以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合作伙伴。

每个企业都集中力量去生产自己最优秀

的产品。大家都这么做，企业内部的调配

现象逐渐被市场之间的交易行为所取

代；因此整个社会的分工进一步深化，那

个部件，甚至那个螺丝，整个社会都在发

挥优势，都在交换优势，最后的结果就

是，产品的成本越来越低，质量也稳中有

升。

二、经济成就

据 2013年的统计数据，温州个体工

商户数为 40.7万户。以温州带头的浙南

温台两地区 20 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甚

至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 100 年的发展速

度。全国百强县浙江占了五分之一多；

《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大陆百名富人中，

浙江就有 17个。可以说，浙商的成功正

是其还处在个体户时所打下的基础。

让我们细看浙南两地的经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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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 2013 年全市生产总值 4003.86 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7.7％，增

幅比上年提高 1.0个百分点。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115.39亿元，下降 0.8％；第

二产业增加值 2015.48亿元，增长 7.8％；

第三产业增加值 1872.99 亿元，增长

8.0％。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4981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8044美

元），增长 7.1％。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

为 2.9：50.3：46.8，第三产业比重较上年

提升 0.4个百分点。可以说，单单是温州

的经济产量，就可以全国很多省份接近

一半甚至全部的财政收入了。

那么我们再说说台州，2013年，台州

实现生产总值（简称 GDP）3153.34亿元，

总量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居第 49位。

而从人均角度来说，2013年台州市区城

市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为 42514 元，其

中可支配收入为 39123元，比上年增长

8.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7.0%。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7926元，比上年增长 10.6%。而 2013年

全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为 26955 元，

农村收入为 8896元。可以看出来，在民

营经济为基础的台州，经济早已超出全

国平均水平，优势明显。

三、处于国际化浪潮之中的浙
江民营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空间

扩张，走了一条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

径。自中国加入WTO谈判，民营经济国

际化的政策环境不断改善，民营经济快

速发展，迅速融入国际化的区域市场。而

出口对象则经历了一个从穷到富的过

程，从全是非洲的买家，到越来越多欧洲

和北美洲买家的出线，市场逐渐广阔。

（一）对外贸易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不少企业来说

外贸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内销。截至

2012 年，浙江民营经济的出口占了全省

出口总额的将近 55%，其中可明确界定

为“私营企业”的出口，就占了全省的

48%，不仅远远高于国有企业（约 13%），

而且也高于外商投资企业（35%）。此外，

国有外贸企业出口的一大半货源，实际

上属于民营企业的“出口交货”。

（二）市场衔接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是

催生并依托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

专业市场国际化，成了民营经济国际化

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反映着民营经济

国际化的总体进程。在很多家庭工厂发

展初期，由于市场信息的流通障碍，寻找

需要的外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外商之

中不乏骗子，而随着贸易往来越来越频

繁，各种广交会和介绍会不断的召开。这

使得外贸进入了一个稳定和常态的轨道

上来。

早几年的调研数据显示，浙江已有

超过 50 的专业市场开展外贸业务，而外

贸经营户更是多达 4万余家，其中代表

便是义乌小商品城。目前有多达近 2000

家境外企业在义乌设有商务代表处，每

年前来采购的外商有万余人，每年更有

五十多万以旅游形式前来进行小规模商

业行动的游客兼商人。一年一度的义乌

中国小商品国际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小

商品展示、交易、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这是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中逐步走向成熟

的标志。

总结：

改革开放 30 年，浙江一直是全国经

济增长最快、发展态势最好的省份之一。

浙江生产总值从 1978年的 123.72亿元

到 2012 年的 38638亿元，翻了很多，从

1978年的全国第 12位跃居全国第 4位。

30 年间，浙江省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民

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独特的经济

模式更是首当其冲成为浙江的名片。未

来，将民营经济的优势发扬光大，克服发

展中的瓶颈与劣势，我们可以相信，浙江

民营经济，将有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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