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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营经 济 的成 功 发 展 是 改革 开 放 以 来 浙 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突 出特 点 。 政 府

通 过 创 造 性 地 贯 彻 落 实 中央 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 制 定 并 实 施 具 有 浙 江 特 色 的 地 方

政 策 ， 在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的各 个 关 键 阶段 起 到 了 重 要 的推 动 作 用 。

● 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是 科 学发展 的关键 ⋯ ⋯ ⋯ ⋯ ⋯ ⋯ 焦 国 栋 ( 8 )

● 如何 看 待 当 前的贸易保护主义(7 ⋯ ⋯ ⋯ ⋯ ⋯ ⋯ ⋯ ． ． 肖 勤福 ( 14 )

● 当 前 国 际经 济热点 问题研 究动态 ⋯ ⋯ ⋯ ⋯ 卫 兴 华 张 福 军 ( 2 2 )

● 如何 正 确认识 和 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的 探 索 和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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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创 新 与 浙 江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李 强

浙 江 是 民 营 经 济 大 省 。 在 全 省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中 ， 国 有 经 济 约 占

2 0 ％ ， 港 澳 台及 外 资经 济 近 1 0 ％ ， 民 营 经 济 约 占 7 0 ％ 。 纵 观 浙 江 民 营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 既 有 浙 江 历 史 文 化 的 因 素 ， 更 有 政 府 的 有 力 推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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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很 重 要 的 一 个 方 面 是 政 策创 新 ： 创 造 性地 贯 彻 落 实 中央 的路 线

方 针 政 策 ， 创造 性 地 制 定 实施 具 有 浙 江 特 色 的地 方 政 策 。 可 以说 ， 浙

江 民 营 经 济 发展 的每 一 个 阶段 、 所 取 得 的每 一 项 成 就 ， 都 离 不 开 政 策

的 引导 、 探 索和 推 动 。

在 改 革 开 放 的初 期 ， 浙 江 大 力 发 展 乡镇 企 业 ， 放 手 发 展 个 私 经

济 ， 形 成 了 民 营经 济 发 展 的先 发 优 势

1 9 7 8 年 ， 我 们 党召 开 了具 有 重 大 历 史 意 义 的十 一 届 三 中全 会 ， 开

启 了 改革开 放 历 史 新 时期 。 从 那 时起 ， 浙 江 率 先 冲破 计 划 经 济体 制 的

束 缚 ， 大 力 发 展 乡镇 企 业 、 个 私 经 济 ， 民 营 经 济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迅 速 崛

起 ． 成 为 浙 江 经 济 发 展 中的 一 支 重 要 力 量 。

大 力 发 展 乡镇 企 业 。 长 期 以来 ， 浙 江 是 国 家投 资较 少 的 省 份 之

一

，
工 业 基 础 较 薄 弱 。 截 至 1 9 7 8 年 底 ， 全 省 工 业 总 产 值 仅 1 3 2 亿 元 ，

其 中国 有 工 业 8 6 亿 元 。 改 革 开 放 以 后 ， 浙 江 省 委 迅 速 作 出 了发 展 乡

镇 企 业 、 推 进 农 村 工 业 化 的 战 略 决 策 。 1 9 7 9 年 初 ， 省 委 六 届 二 次 全 会

出 台 了大 力发 展 社 队企 业 的政 策 文 件 ， 将 发展 社 队 企 业 列 入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的 重 要 议 事 日 程 。 同年 3 月 和 1 2 月 ， 先 后 下 发 了 两 个 发 展 社

队企 业 的政 策 文 件 ， 对 社 队企 业 在 经 营 范 围 、 经 营 方 式 、 计 划 、 供 销 、

贷款 、 税 收 等 方 面 给 予 了优 惠政 策 ， 给 社 队 企 业 发展 营造 了宽 松 的 环

境 。 1 9 8 3 年 ， 为 了 突破 乡镇 企 业 限 于 社 办 、 队办 的政 策框 架 ， 浙 江 颁 发

了 全 国 第 一 张 股 份 合 作 制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 并 在 1 9 8 4 年 全 面 实 施
“

多

轮驱 动 、 多业 并举
”

的方 针 。 随 后 几 年 ， 省 委 省 政 府 陆 续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具 有 较 大
“

含 金 量
”

的 乡镇 企 业 扶 持政 策 。 在这 些 政 策 的推 动 下 ， 全 省

乡镇 企 业 迅 猛 发展 ， 呈 现 出 乡办 、 村 办 、 联 户 办 、 户 办
“

几 个 轮 子 一 起

转
”

的格 局 ， 涌 现 出 一 批 全 国有 影 响 的 乡镇 企 业 。 1 9 9 1 年 ， 全 省 乡镇 企

业 总 产 值 突 破 1 0 0 0 亿 元 大 关 ， 乡镇 工 业 产 值 占到 全 部 工 业 产 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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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可以说，乡镇企业是浙江民营经济的重要源泉。 

放手发展个私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当不少人还在为姓“资”、姓 

“社”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浙江就已经开始放手发展个私经济。早在 

1979年 8月，省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就明确规定：“允许个人合办城 

镇街道集体企业，允许个体经营。”1980年，为了适应个体经营迅速发 

展的新形势，浙江颁发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1年， 

省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凡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经过审查批准，发 

给营业执照，并在经营场所、货源和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1984年，温州“八大王”事件得到平反，“温州模式”被广泛接受，全省 

各地随之掀起了一轮发展个体经济的高潮。1985年 ，为了鼓励各地放 

手、放胆发展个私经济，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规定农村家庭工业和 

联户企业同样享受国家对乡镇集体企业的优惠政策。从 1979年到 

1985年，全省个体工商户从 8091户发展到 63．7万户，六年增长近 8O 

倍。到 1991年，全省个体工商户增加到 100多万户，私营企业发展到 

1万多家。个私经济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上世纪 90年代 ，浙江积极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大力提升个 

私经济，民营经济实现了大发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浙江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动 

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成为民 

营经济的新生力量：积极推进城乡集体企业转制，规范提升个私经 

济，形成了一大批产权明晰、运行规范的民营企业，在浙江从资源小 

省向经济大省的跨越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积极推进城乡集体企业转制。早在 1988年，浙江省政府就出台 

了乡镇企业推行股份制的政策。1993年，省委省政府下发乡村集体企 

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意见，正式提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1994年，省 



委省政府又下发了进一步完善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 

见，要求各地采取拍卖、租赁、兼并、收购以及股份合作、公司制改造 

等形式加快乡村集体企业转制。到 1995年，全省近 1／3的乡村集体 

企业完成了转制。在乡村集体企业改制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 

1995年全面启动了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使一大批城镇集体 

企业明晰了产权、增强了活力。到2001年，全省城乡集体企业改制面 

超过90％，其中乡村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 97％。改制后的企业以新的 

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参与市场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城乡集体企业改制的成功，为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积累了经验。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快国有 

小企业改革改组的政策意见，要求各地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 

拍卖、租赁等多种改革方式和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推进国有企业制度 

创新。到 1999年底，全省 6133家国有企业中有4882家完成了改制， 

改制面达 79．6％，其中绝大部分国有小企业改制后成为民营经济的 

新生力量。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主要是结合“三年两目标”进行股份制 

改造，其中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吸收外资、民资成为股权多元化的股 

份公司，有的成为国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从 1996年到 2001 

年 ，全省 国有工业企业从 3l18家减少到 1 122家，所有者权益从 602 

亿元增加到 1 150亿元，形成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相得 

益彰的良好局面。 

大力提升个私经济6经过多年的放手发展，个私经济已经成为浙 

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引导和管理，逐步提高个私经济的 

档次和水平，是当时浙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91年，省委省政府 

出台了加强个私经济管理的政策文件，提出了“引导规范提高”的方 

针。1993年出台了促进个私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提出要逐步提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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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经济的档次和水平。1998年出台了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的政策，要求 

各地放宽准入领域、加大信贷投入、实行税收优惠，在立项、用地、用 

电等方面与国有集体企业一视同仁，鼓励和引导个私经济上规模、上 

档次、创名牌，走公司化、集团化、国际化之路，并要求各地高度重视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浙江个私经济在发 

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到 2001年，全省私营企业达到20．9万家， 

其中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 1．6万家；全省个私工业总产值超过6000亿 

元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O％。 

党的十六大以来 ，浙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积极促进民营 

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 ，浙江省委省政府把民营经济发展列入“八八 

战略”的重要 内容 ，相继出台推动 民营经济新飞跃、鼓励支持和引导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推进民营 

经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全面提高民营经济 

的科技化、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水平。2007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确定 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提出了努力在提升民营经济发 

展水平方面实现新突破的目标要求。经过几年努力，浙江民营经济逐 

步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积极支持 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把提升民营 

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民营经济新飞跃的战略举措，引导民营 

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支持民营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加强产学研 

合作．鼓励民营企业研究开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 

鼓励民营企业创品牌，取得了显著成效。2007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 

业R&D支出 162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支出102亿元，占63％；大中型 

工业企业创办的 1861家企业科技机构中，民营企业占了1 147家，占 



62％。2008年，全省专利授权达到52955项，拥有中国名牌产品约 

300个，浙江名牌产品1600个，其中民营企业占了绝大多数。 

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近几年来，浙江积极鼓励民营企业 

增加投入、增强实力，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 

合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规模，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大批主 

业突出的 “小型巨人”企业和一批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大企业大集 

团。2007年，全省年总产值或销售总额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约2000 

家，其中10亿元以上的超过200家，100亿元以上的20多家：规模以 

上民营工业企业达到4．27万家，比2002年增加 2．45万家，平均销售 

规模达到 5000万元，比2002年增长46％；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中，浙江 占了 188家，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外向拓展。2002年 以来，浙江积极引导和支持 

民营企业参-9国际竞争和国内合作，鼓励民营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 

长方式，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到境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机构和销 

售网络，鼓励民营企业到东北、中西部地 区开展创业投资、资源开发 

和市场拓展，外向型经济和“浙江人经济”迅速发展。2008年，全省外 

贸出口1543．1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出口占51．5％，比2002年提高 

21．2个百分点。截至 2007年 6月，全省经政府部 门核准的境外企业 

和机构累计 2809家，其中民营企业 1910家，占总数的68％：中方投 

资 13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9．12亿美元，占总额的70％。据浙 

江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浙江约有400万人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省 

外浙江人经济”年产 出规模超过 1万亿元 

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浙江民营经济主要集中 

在低附加值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层次比较低。为此，近年来 

浙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电力、电信、铁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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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文化 

等领域的投资和建设，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进入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在这些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 

进入了新领域，有力地促进 了民营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007 

年，在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比重达到53．7％．比2003 

年提高5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电力、钢铁、电子、医药等资 

本 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中的民营经济总产值分别 比2002年增长 

3．7倍、8．9倍、1．7倍和 1．5倍 ；民营科技企业数量 7391家，技工贸总 

收入 10417．8亿元。2008年，全省重新认定的 1 807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浙江民营经济面临巨大挑战。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支持企业创业创新， 

保持了民营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目前，浙江正在谋划推进新一轮改革 

开放的政策举措，以政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不断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本文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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