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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快速的经济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市场化和制度变迁显然是推动发展的最为突出的因素。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无疑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主要动力
。
而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不干预、甚至是保护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区域民营经
济发展和市场的发展完善，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持。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全球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的经济现在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视野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分析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及其未来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江苏和浙江的实践来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区域发展，这无疑是研究一个成功转
型与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
2008年正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组织各种活动，来纪念1978
年开始实行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多重意义上，这本著作既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市场化进程的总结回顾，也是对中
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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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营经济发展与城乡区域的产业成长：浙江实证　　今天，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及其产业成
长的轨迹，特别是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现象，已经形成了对中国广大城乡区域发展具普遍推
广意义的民营经济的一般特色现象。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一些新的情况，浙江现象的遍布城乡的块状和集群经济，现在许多作为成熟型的传
统产业集群，开始遭遇诸如行业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缺乏创新+技术路径锁定”导
致块状与集群经济的主体产业长期低度化、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低价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国际贸
易中的摩擦增多等发展的问题。
但民营经济带来的浙江城乡区域的产业成长——地区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经验，对于中西部地区发
展县域经济、建设新农村、从无到有地培育城乡区域的产业成长，具有直观的可移植的价值。
因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与城乡区域产业成长的路径和现象，现今依然值得总结。
　　总结浙江民营经济及其城乡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特色现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
的区域产业空间特征呈现块状经济集聚的现象；二是民营经济在产业形式与市场形式的有效整合过程
中，推进城乡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三是民营经济区域产业成长的动力，源于民营化的机制活
力和其产业组织的绩效；四是民营经济产业的发展演进体现了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统一。
　　一、民营经济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区域块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浙江现象为代表的民营
经济依靠活跃的制度创新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使得江浙一带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处于明显的制度先发优势。
区域经济发展先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接着是温州的家庭作坊、家庭工场，再到后来的以温州
、义乌各地的专业市场和相关的块状经济为特色的区位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块状经济①，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特色产业有明显的专业化产销基地，并由特色产业带
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组织形式。
它是农村工业化的产物，是民营经济市场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结合的内容。
其典型特征是专业市场与地方特色产业专业生产基地互为依托，其贯穿发展过程的动态优势是民营经
济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市场结构之间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对接。
　　从浙江现象的实践来看，民营经济最初的发展都是在一家一户的家庭工场基础上，发展为一户带
一片的专业生产，再到一村一品的专业化生产基地，再到一县一业的块状经济。
现在总结起来，就是从家庭工业、合伙企业或乡村集体企业起步，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集群或工
业小区。
浙江的块状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区域经济的优势，是浙江省的特色经济现象。
　　（一）“小商品、大市场”造就的绝对产业或产品优势　　民营经济的创业和发展是从家庭作坊
起步的，创业的技术和资金都很薄弱，只能集中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
虽然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但如塑料、皮革、包装、服装、五金、制鞋、纺织、化纤、
文具、纽扣、皮带等，多是小商品或典型的日用消费品，却拥有无限的市场。
在改革开放前10年中，由于那是我们国家商品严重短缺的年代，加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的政
治约束，使得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浙江温州的民营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制度后发劣势，因而浙
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占尽制度机制与市场的双重先发优势效应。
在这样的前提环境下，“小商品、大市场”迅速造就了浙江围绕专业市场的在全国占据绝对优势的产
业和产品的扩散集聚地位。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至现在，浙江在全国一直是专业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
轻纺城多年稳坐全国专业市场前两名，更进而成为名震东南亚辐射世界的小商品市场。
整个浙江的专业市场体系发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80年代中期成型，专业市场体系的形成大大降
低了商品生产和交易的成本。
民营经济在浙江正是紧密依靠这些专业市场，从户帮户、村带村，逐步向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连片
经营拓展，终于形成了基础在一家一户，规模达千家万户的块状经济。
这些块状经济通过市场将其产品辐射到全国以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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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经济结合专业市场建设的发展推动了小城镇的建设，带来了产业集聚的空间变化，使得各类专业
市场的建设发展与优势产业的培育、城镇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浙江省内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发
展的产业和产品经济。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块状或集群效应，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区　　我们知道，民营经
济走的是一条块状或集群化发展的道路，家庭工场、专业市场和供销大军的结合，是形成许多专业村
镇的“温州模式”直至浙江现象的基础和内容。
这一发展道路是显著的地方化经济成效。
在温州，143个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10亿元的镇达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60％以上；全市有制鞋企
业5000多家，市场份额占全国20％以上；制笔企业150多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打火机企业260
余家，产品占世界市场的70％；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1000多家，国内市场占有率1／3。
①而绍兴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
在宁波某县，就有民营服装企业660多家，从业人员4万多人，全国服装企业8强中，该县就占到1／4强
。
此外，大唐的袜业、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制作业、海宁皮革服装业、永康的五金业等，都是很成气候
的特色专业化产业，是典型的地方化经济的规模集聚，增加了农村地方乡镇的就业，提高了农村经济
的非农化发展程度，也促进了农村乡镇的城市化。
在产业的地理空问和产业的发展组织上，体现出民营经济产业发展的块状和集群效应。
　　（三）块状特征的民营经济产业在地域上全面开花，大面积发展　　随着浙江民营经济在温州和
台州的发展壮大，其在浙江其他农村地区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性影响及扩散效应，浙江全省各地区及至
浙江周边省份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上开始模仿温州和台州的民营经济的制度机制和产业集群模式。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浙南的温州、台州等地，浙江东北的杭、嘉、湖地区
当时还主要是仿效“苏南模式”的乡镇集体企业，浙东北走的是依赖“苏南模式”的乡镇集体企业发
展的路径。
从发展事实上，1990年台州和温州两市的非公经济的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46.9％
和32.7％（如果计算上戴集体经济“红帽子”的那部分，实际比重还要高）；而当时湖州和嘉兴两市
的同类比重分别只有4.9％和7.7％，其地方经济的很大份额与苏南相似主要是来自乡镇集体企业。
但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营经济在整个浙江农村地域的布局上全面扩展，浙东北地区的非公有
制经济也开始迎头赶上。
到1999年，湖州市非公经济即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4％左右，与这个时期台州
市的非公经济比重份额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浙东北自进入90年代以后，走出了“苏南模式”的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路径依赖，进而呈
现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在浙江全省大面积发展的浙江现象。
　　二、区域民营经济：产业形式与市场形式的整合　　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市
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相一致的。
而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民营经济与市场也是天然兼容的，无论是民营经
济的产业形式还是民营企业的组织形式，都存在与市场有效结合的契机，发展民营经济就是经济的市
场化。
　　从浙江省整体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来看，个体户从事服务业的占80.5％，从事制造业的占15.5％，
从事农业的占0.93％；民营企业从事制造业的占61.86％，从事服务业的占31.86％，从事农业的只占1％
。
这就意味着，在浙江99％的民营经济从事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即非农产业。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民营经济是中国农村开拓非农化和工业化道路的途径，而民营经济的发育
和区域产业的成长，又是靠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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