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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为学问？
学问为何？
前辈大儒有云：“一世之学即为一世之治”，一语道破天机。
无须赘言，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在于经世济用、强国富民。
当今中国。
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关国计、下系民生，如何让民营经济——这个“中国福娃”长得快、行得端、跑得
稳、贡献大，尽快成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顶粱柱，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任何社会事务一样，民营经济的活力、动力和影响力本质上来源于民营经济的内在竞争力，而民营
经济竞争力的范围宽窄、强弱消长、长短持续等等又与外在环境须臾难分。
在诸多环境变量中，掌握着众多社会资源、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发
展战略、公共服务水平和政府管理效率自然是首当其冲地密切相关。
显然，民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精明的商道，更呼唤高明的政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规则框架不甚了了
、民营经济发展时有风波的今天，更需要为政者的开明、贤明与高明。
　　著名的“麦尔法则”（Mile’s Law）告诫人们要：在商言商，在学问学，在政论政，各安其分，
各守其道。
黄小晶同志的新著（民营经济竞争优势与地方政府创新），为我们提供了站在政学两界研究民营经济
发展和地方政府创新的难得之作。
在这本书中，黄小晶同志选择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时下风靡世
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切题的明智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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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社会事务一样，民营经济的活力、动力和影响力本质上来源于民营经济的内在竞争力，而民
营经济竞争力的范围宽窄、强弱消长、长短持续等等又与外在环境须臾难分。
在诸多环境变量中，掌握着众多社会资源、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发
展战略、公共服务水平和政府管理效率自然是首当其冲地密切相关。
显然，民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精明的商道，更呼唤高明的政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规则框架不甚了了
、民营经济发展时有风波的今天，更需要为政者的开明、贤明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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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小晶，1966年1月出生，浙江温州人。
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博士，曾从事工商管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副研究
员。
先后在浙江和广东省县一级党政机关，广东省政法机关、省委机关，广州市政府旅游部门工作。
出版了《区域产业政策与中国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时光玫瑰——
英伦城乡考察回望》等专著。
1984年至今，共发表学术论文、新闻通讯、散文近200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营经济竞争优势与地方政府创新>>

书籍目录

引言 中国经济走向民营时代一、动力强劲的经济增长发动机二、创造“饭碗”的梦工场与创新人才的
训练营三、民营企业集群发展主导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四、民族品牌的塑造者自主创新的生力军
走向世界的急先锋五、地方财政的支持者与地方公益事业的主要捐助人第一章 民营时代的企业和政府
一、成长中的烦恼：民营企业能在竞争中保持可持续优势吗（一）烦恼之一：核心技术之忧（二）烦
恼之二：品牌缺失之患（三）烦恼之三：千军不易得一将更难求（四）烦恼之四：大企业病（五）烦
恼之五：能否办成百年老店（六）烦恼之六：民间商会的合法性困境（七）烦恼之七：路在何方二、
围墙外的困扰：壁垒重重（一）困扰之一：信用不彰融资困难（二）困扰之二：社会网络不健全独木
难成林（三）困扰之三：进入壁垒攻不破的土围子（四）困扰之四：“三乱”之扰（五）困扰之五：
地方保护主义与司法公正的缺失（六）困扰之六：地方政府的信用与公共服务之忧（七）困扰之七：
义利之间民营经济的社会责任之困三、民营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一）从冷眼旁观到礼遇有加
（二）若干重要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三）市场经济秩序的捍卫者（四）部分重要领域的直接客户（五
）微观经营行为的规制者（六）折冲与回应：游走于多角色夹缝之中四、民营经济竞争优势与地方政
府创新的理论基础（一）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二）产业集聚理论（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五、关注地方
政府的创新战略（一）“标兵就是榜样、追兵就是动力”——从一份调查报告说起（二）政府再造：
从理论到实践的地方政府创新战略第二章 生产要素培育的地方政府策略一、策略目标与基本内容（一
）策略目标（二）策略内容二、人力资源培育和集聚的地方政府策略（一）产业集群思想主导下的职
业技术教育和在职培训（二）培育发达完善的区域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三、集聚资本与刨造资本的
地方政府策略（一）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缓解民营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二）拓宽投资领域创
新投融资方式加强招商引资（三）促进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四）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推动民营企业上市与重组（五）积极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加速民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六）积极
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努力促进民问金融的规范发展（七）加速资产资本化进程推进资产存量向资金增
量转化四、改进土地供给的地方政府策略（一）加快土地入市增加土地供给（二）调整土地存量结构
确保工商业用地供给（三）加速产业集聚和生态园区建设促进土地集约使用第三章 产业需求培育的地
方政府策略一、加强市场监管培育产业需求（一）建立保障有力调节恰当的政府机制（二）深化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综合执法（三）依法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各类假冒伪劣产品（四）加速流通标准
化进程扶持绿色市场与和谐市场的发展（五）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夯实社会信用基础（六）创新监
管手段应用高新技术切实提高监管水平二、改善消费政策培育产业需求（一）破除政策障碍鼓励适度
消费积极扩大内需（二）放宽管制改善供给满足城乡群众潜在的消费需求（三）持续增加居民收入稳
定社会消费预期（四）稳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鼓励合理跨期消费（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消
费硬件环境三、扩大政府采购范围与规模培育产业需求（一）拓展政府采购范围提高政府采购占财政
支出的比例（二）突出政策目标重点支持相关特定政策对象的发展（三）细化政府采购的地方性规章
提高政府采购的可操作性（四）深化政府采购决策执行和监管体制改革（五）确保政府采购招标与投
标的公开、公正与公平第四章 扶持产业集群发燕尾服 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地方政府策略一、基本思路
（一）慎选主导产业培育产业集群的“结晶核（二）以龙头企业上市为抓手打造产业集群的“领头养
（三）强化产业配套促进产业集群的纵向延伸（四）提升园区综合服务及承栽能力促进产业集群的横
向集聚（五）发展专业市场体系和现代流通产业锁定产业集群的采购与销售路径（六）抓研发推广带
动产业集群的不断跃升（七）抓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提升产业集群的形象（八）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九）抓环境建设营造产业集群温馨的家二、支柱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证研究：
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发⋯⋯第五章 加速政府创新 促进民营经济竞争优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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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很大程度上也是金融市场高度垄断的必然结果。
我国金融行业已经成为国有比例最高的重要行业之～，除了民生银行等少数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和少
数外资银行外，金融机构均为国有。
民问借贷缺乏必要的正规渠道，即便是在民营资本雄厚的浙江温台地区及广东珠三角地区，民营金融
机构设立的政策和利率管制政策，使得中小民营企业（特别是乡村民营企业）缺少获得银行信贷资金
的正规渠道，这样，上不了台面的地下借贷自然也就“看上去更美”。
　　（二）困扰之二：社会网络不健全　　独木难成林　　置身于繁杂多变的大干世界，企业的生存
绝对不是独来独往的真空之物，而是必须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来组织社会化生产，在必要和可能的程
度上实行特殊的社会分工，与其他企业和相关产业支撑体系及社会服务网络一道盘根锗节、相生相长
，从而形成功能强大、错落有致、多姿多彩的产业集群。
从企业竞争战略的角度看，产业集群中的供应商、销售商、服务商、承包商等合作伙伴都是企业的生
产经营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些环节也为企业的技术开发、信息收集、人才流动提供了大
量的非编码化的、不为外界所知的内部信息。
因此，网络化生存才是企业生存的“丛林法则”。
其要义是按照经济内在的联系、配置合理和共赢原则，把现有企业和生产条件组织起来，实现生产的
社会化。
　　中国台湾电机协会（2002）和张炳申（2004）的调查都发现：税收水平与土地成本的高低并不是
台商及外资决定投资选择最关心的问题。
在投资商们看来，零部件配套能力、供货质量与成本、提供客户服务的直接程度、劳动力与人才素质
、基础设施的优良程度、政府的服务水平与工作效率、社会环境（特别是治安环境和教育质量）、生
活环境（包括人际交往环境、语言环境、文化环境）的好坏才是外商更为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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