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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国民经济结构性资金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实证分析 

董明欣 

(杭州商学院 经济系,浙江 杭州 310035) 

【摘 要】本文通过数据统计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资金投入产出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

从而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快速发展,得出了改变对民营企业的传统偏见,为其提供一个宽松、公平、合理、有效

的环境,加大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信贷倾斜,设立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体系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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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民营经济的逐年快速发展是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长速度领

先全国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而在党的十五大中,民营经济被确立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广义的民营经济可以界定为除国有国

营、国有控股和第一产业联产承包农户之外的所有经济成份,包括内资企业中的民有民营(个体、私营)、国有民营、非国有控股

的股份制企业、非国有控股的港澳台和外商合作合资企业以及港澳台、外商独资企业等所构成的经济成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

济(国有和国有控股)作为当今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其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导致二者从宏观上看的经济绩效

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促进民营企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是我国今后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由于我国金融、财政等

方面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了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资金投入与其产出的不对称,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从而抑制了经济

进一步快速发展。以“温台模式”闻名全国、经济民营化水平已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经济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这种资金投入与

产出的不对称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亟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实现新的突破。 

一、浙江省资金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实证分析 

对浙江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以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较研究表明:民

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资金投入与产出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关系。 

1、贡献和产出方面 

从表 1可以看出从 1990年到 1998年的 9年时间里,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的贡献率在逐渐降低(由 31.2%降至 6.8%);

相反,民营经济的贡献率却从 68.8%上升到了 93.2%,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表 1中的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就业人数构成比重上。在浙江省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大幅减少、下岗分流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为下岗

失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这对浙江省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就业人员的战略转移和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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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投入和占有方面 

从表 2 可以看出浙江省民营经济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明显低于民营经济在浙江省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从

1994 年到 2000 年一直处于 63%～ 68%之间,而且从 1994 年以来还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国有经济占投资比重自 1994 年以来的

32.5%逐年稳步上升了 37.3%。 

 

近年来,对国有经济的投资持续高涨,而且明显大于对民营经济投入的力度。虽然浙江省国有经济(以国有工业为代表)的产

出水平持续下降,而近几年获得的投资却在逐年上升。浙江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民营经济比重的持续上升和国有经济比重的

持续下降,但是浙江民营经济得到资金投入的速度却没有国有经济的快,在 1996～ 1998和 1998～ 2000年间,增速分别慢于国有

经济 10.2 和 13.8个百分点。 

3、投入产出分析 

从表 3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投资效果系数是国有经济的 7倍多,浙江民营经济的资金运用效率明显优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

更富有活力,投入民营经济的资金,可以产生更高的利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投资总额和投资效果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G= s·v,其中 G称为实际增长率,v=ΔY/

ΔK 是投资效果系数,反映单位资本投入的产出(或工业增长量)(参见表 3)。s= S/ Y 是储蓄率,反映储蓄(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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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哈罗德—多马模型变形为ΔK= s·ΔY/G,表明为使国民经济保持预定的增长速度,则应按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对国

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给予匹配的资金投入,实现资金投入产出的均衡与对称。 

 

4、计量经济分析 

在产出增长中除资本要素投入外还应考虑劳动力要素投入,引入柯布—道格拉斯(Cobb- Dauglas)函数,该函数表明:当技术

进步中性时,产出水平只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水平有关,即 Y= ALαKβ,参数α、β分别是劳动和投入产出弹性。对计量经济

模型 Y= ALαKβμ作对数变换 

lnY= lnA+α·lnL+β·lnK+ lnμ 

记为: Y
＊
= A

＊
+α·L

＊
+β·K

＊
+μ

＊
 

运用浙江省 1990～ 1998年的经济数据来分别估算浙江省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投入产出系数。 

 

根据表 4进行参数估计并作假设检验(利用经济计量软件 Eviews3.0),结果如下: 

对于民营经济: Y1
＊
= - 9.481+ 2.460L1

＊
+ 0.601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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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est(- 1.97)(2.33) (2.97) 

Adjusted- R
2
= 0.967  F= 118  D- W= 1.87 

对于国有经济: Y2
＊
= - 12.130+ 2.915L2

＊
+ 0.405K2

＊
 

T- test   (- 3.82) (5.31) (11.96) 

Adjusted- R
2
= 0.947  F= 73  D- W= 2.27 

从结果分析可知,浙江省民营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产出系数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更高。 

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变形为 K
＊
= (Y

＊
- A

＊
-α·L

＊
)/β 

根据已知的数据,假设 199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 10%,则 1999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应该是 1563.07亿元,比 1998年

增长 29.7%,从表 2 可以看出,这比自 1994 年到 1998 年间任一年民营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都要高出很多,更何况浙江省的

工业总产值在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将近 20%的年均增长率。 

从以上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浙江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资金投入产出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资源合

理配置,遏制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整体上影响了浙江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应有的速度和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稳定的发

展。 

二、政策建议 

1、虽然我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逐步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地位,渐次地放松了对民营经济各种限制,但是,在观念上和政策上

仍然存在着偏见和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浙江省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对

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仍然不够。只有进一步转变传统观念,大胆放手,给民营经济一个更加宽松、公平、合理、有效的环境,才能

为浙江省民营经济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从资金的供给角度来讲,我国近年来形成了经济二元结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与金融二

元结构(民间金融与国家金融机构)的不对称,垄断了我国绝大部分金融资产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最主要的资金供

给者,而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要获得相应的贷款却极为困难。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证券市场,民营企业所占的比例极低,

也无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消除长期计划体制下思维定势的影响,改变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纠正对民营经济的政策错

位和所有制歧视,在金融机构贷款和证券市场融资等方面给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

都是下一步亟待改革的方向。 

3、专门为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缺乏,区域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也是民营经济资金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

原因。为此,应该加快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加强区域金融市场的建设(台州市路桥区的两家城市

信用社“银座”和“路桥”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成功的范例),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创业服务的二板市场和“孵化器”,给予民营企

业更大的动力和活力。 

总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改革增量投入和存量调整的一个事物两个不同方面,互相影响,相辅

相成。只有解决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资金投入与产出方面的不对称,在宏观上为经济改革明确了方向,才能促进浙江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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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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