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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信息

浙江省的民营经济规模大、资金足，放眼全国号称“五分天下

有其四”。在2011年的中国民企500强中，来自浙江省的民企占了

144位，连续13年居全国之首，当之无愧的第一民营企业大省。但

是近年来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在浙江屡屡挑起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炒

房、炒大豆，抄盐等词屡次见报，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浙江民间资本

足以呼风唤雨。近年来，随着政府逐步放开对民营资本的限制，垄

断行业的开放、新新产业的出现、限制政策的减少，浙江省民间资

本找到了更多的投资空间。民间资本从传统领域，工业制造业走出

来，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卫、金融保险及旅游等领域，给浙

江乃至于全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杭州湾跨海大桥一个总投资118亿

元的巨大工程。自建设以来一直有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跨海大桥的

建设资金，一大半来自浙江的民营企业。在跨海大桥的资金中，由

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5个投资公司的民间资本占到了资本金投入的

50.25%。这充分说明了现在，不单单仅有国家有能力建大项目，浙

江的民营企业也行。近日，国务院再次确立了为首个允许个人境外

直接投资的试点，进一步的把浙江的民间资本引力传统制造业，纺

织服装业这一片资源少、竞争残酷的区域，把浙江的民间资本导向

一个健康成长的方向。

浙江省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作为

全省的经济发展目标，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系统的开放浙江省海洋资

源的发展战略，实现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双联动发展，构建现代海洋

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宁波大学作为浙江省内一流的高校，充分结合了政府发展海洋

经济的现实需要与自身对于海洋经济所拥有的资源，在2011年4月11

日正式成立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新组建的“海洋学院”由海运学

院、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合并而成，围绕海洋经济主题，整合全

校优质资源，凝炼涉海学科专业特色，全面对接海洋经济发展。与

此同时，还建立了实体性的综合研究机构——“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构建了若干研究平台，确立一批研究方向和一批重大重点项

目，通过加快创新平台建设，集聚优秀创新人才和团队，全面提升传

统海洋学科内涵，加快新兴海洋学科建设，全面提升宁波大学涉海学

科专业的整体水平和服务能力。

浙江的纺织业在浙江经济中占据着重要要地位，是浙江的支柱

产业，浙江省是全国纺织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纺织服装产业的生产、

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近年来，

全省纺织产业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持

续快速发展。浙江省纺织品出口每年上一个台阶，2002年超过上海、

2003年超过江苏、2004年初超过广东。

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在2005取消出口配额后发展迅速，到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企业数量，工业产值及对外出口值都迅速增加，仅

06、07两年，企业规模超过500万的企业就增加600多家，占2006年的

24.87%。利润、固定资产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增加迅猛。2008年，美

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纺织服装业中的亏损企业数

量在2008年达到最多为652家，给浙江省的纺织服装产业来了个大降

温。比较06年与10年的信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规模在扩

大，2006年中单个企业的固定资产为889万元，2010年则增加到1026

万元，增长了137万元，年平均增长27.4万元。(2)每亿元固定资本产

生的利润大幅增加，由2006年的0.248亿元增加到为2010年的0.302亿

元，年平均增长108万元。金融危机后的纺织服装业相比与危机前，

资本的投入明显增加，使得浙江省的纺织服装业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转向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现代纺织服装业。同时，多个垄断领域的打

破，民营资本被引离纺织服装产业进一步的减缓了企业间的竞争，为

纺织服装企业赢得了宝贵的转型缓冲的时间。

据海关统计，2010年我国出口纺织服装(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

品、纺织服装及衣着附件)2065.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6%，年度出

口值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

这一年中，纺织品服装出口呈现连续攀升的走势。一季度，出

口保持2009年底的回升势头，当季同比增长15%，较2008年同期增长

4.3%。进入二季度，出口增速开始加快，出口额屡创历史新高，其中

三季度各月出口额全部突破200亿美元。二、三季度的出口同比增幅

全部达到20%以上，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也超过10%。至四季

度，10月累计出口额已经超过2009年全年，11月累计出口额超过2008

年全年，至年终累计出口超2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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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微观环境不断变化，新的经济理念的提出，世界各国政府对于碳排放的重视；对于高污染，高能

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企业的遏止；浙江省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浮现出招工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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