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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经济:后发地区经济腾飞的新路径 

谢汪送 ,江晨 

(台州学院经贸管理学院,浙江台州 318000； 

英国帝国理工商学院,英国伦敦 SW72AZ) 

【摘 要】民本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生产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

服务为主。民本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丰富了新的内容,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分析指出,发展民本经济

是后发地区经济腾飞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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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经济基于民营经济,但又不同于民营经济,是新形势下民营经济推动的制度创新而实现的体制性跨跃,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1]
在新的形势下,安徽省应积极借鉴浙江省的经验,通过民营经济的发

展,推进体制创新,实现从民营经济到民本经济的体制性跨越,以激发民间活力,开辟经济腾飞的新路径。 

一、安徽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 

(一)安徽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 

浙江省是安徽省的邻省。就经济发展的资源条件看,浙江不如安徽,在全国各省市区自然资源总丰度的排序中,安徽居第 14

位,而浙江居第 26 位;但就经济发展的水平看,安徽明显落后于浙江,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见表 1)1978 年,安徽与浙江的国内生

产总值分别为 113.96 亿元和 123.72 亿元,人均 GDP 分别是 244 元和 311 元,浙江分别是安徽的 1.086 和 1.275 倍。到 2008 年,

安徽与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 8874.20亿元和 21486.92亿元,人均 GDP分别是 14485元和 42214元,浙江分别是安徽的 2.42

和近 3倍。 

浙江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目前,浙江的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 70%以上的生产总值、60%以上

的税收、5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 2009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中,浙江占 182席。目前,浙江全省拥有

驰名商标 278 件,省著名商标 1586 件,知名商号 524 个,其中,民营企业均占 90%以上。民营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四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实力的指标,浙江省连续 9年居全国第一。 

(二)安徽民营经济明显落后于浙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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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来看,安徽与浙江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是民营经济发展落后。其实,深层的原因是安徽的制度创新落后,民间活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的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浙江民营企业的发

展首先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但民间的制度创新和民营企业主的成功,与浙江省地方政府的积极扶持是分不开的。浙江省地方政

府的扶持主要通过制定对旧体制具有突破性改革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来实现,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自觉的制度创新。
[2]
 

1978 年,义乌出现了由一些货郎自发聚集形成的集市。几年以后,自发集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引起了当地

有关部门的注意。1982 年 8 月,义乌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发布通告,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义乌市场由此催生。同年 11

月,义乌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无论国营、集体和个体)”,为

义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984年,义乌县政府大胆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果断决定投资 57万元建设小商品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蓝图由此绘就。如今的义乌,已成为全国小商品物流和信息流中心、全国最齐全的小商品展示中心以及全国最大

的小商品出口基地。“义乌小商品指数”已成为国际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1980 年 12 月 11 日,温州商人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到 1983 年前后,

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占全国总数的 1/10。温州市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大力扶持和引导。1987～1997年的 10年间,温州市政府

就出台了 9 个地方性政策或法规,扶持和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且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第一

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颁布扶持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第一个出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第一个制定“质量立

市”的地方性法规,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第一家民营企业 H 股,中小企业板块第一股,等等。这些地方性政策或法规都

及时满足了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强烈愿望,并逐步实现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3]
显然,民间的制度创新和地方政府的创新是双向

的、互动的、有机啮合的,其结果又极大地激发了民间活力。 

浙江省政府大力推广温州的经验,各地政府也积极借鉴温州的成功经验,“温州模式”很快就扩散到全省各地。20世纪 90年

代,浙江省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

放宽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拓展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领域。对于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浙江省政府通过组建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机构、推行企业财产抵押贷款、创新金融产品等方式,探索并构建了有针对性的融资机制。进入新世纪,根据国家 2005年

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 36条”,浙江省政府及时出台了

相应的实施细则(浙江省政府 2006年 1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出台,对浙江民营企业进入一些垄断行业放宽了门槛,使民营企业拥

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浙江省政府对民间的制度创新活动的积极引导和保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从默认到合法的制度环境,由此又潜移默化

地影响并带动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形成了民间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这样,有效的制度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利

益激励和自由选择空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配合默契、共同作用,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活力,浙江经济才实现了如此

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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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安徽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来自于民间的制度创新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及其两者的互动

与结合。当时,安徽也曾出现过民营企业,有的民营企业规模较大。如,安徽芜湖市的一位外号叫“傻子”的炒瓜子能手,早在上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办起了全国闻名的民营企业“傻子瓜子”公司,雇工 130 多人,日炒瓜子 9000 多斤,产品行销全国,成为改革

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私营企业。而此时的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才刚刚起步,没有一个私营企业能与“傻子瓜子”公司相比。然而,安

徽的个体私营企业,虽然起步早,但多数是长不大、寿命短,“傻子瓜子”也很快悄然退去。究其原因,并不是这些个体私营企业

主不敬业、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创新不足,从民间到地方政府,都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意识和环境。自农业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后,安徽在制度创新方面大大滞后于浙江,
[4]
加之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差度,作为中部省份的安徽,与作为沿海

省份的浙江也就渐渐拉大了经济发展差距。 

发生在浙江民间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性的制度创新,造就了一种充满活力、完全崭新的经济体制,一些经济学家将其命名为“民

本经济”。 

二、民本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很多经济学家对民本经济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多种概括,其中,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教授在其著作《民本经济论》中的“四个

为主”的概括最为科学,也最有影响。他指出,民本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或社会资本为主,社

区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营造和维护良好的环境为主。本文赞成高尚全教授的观点,但对高尚全教授的提法稍作调整,民本

经济应该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二是生产投资以民间为主,三是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四是政府管理以服

务和营造、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主。 

从民本经济的四个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民本经济基于民营经济,但又不同于民营经济。准确地说来,这里的民营经济应该是民

营企业,它只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而民本经济则是包括经济形式、管理体制、发展环境、政府公共管理、行业自治组织等在内

的经济体制系统。一方面,民营经济存在于这个经济体制系统之内,与系统的其他因素相依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民营经

济或民营企业将是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广泛涉及到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并以巨大的活力催发

体制上的制度创新。民本经济在浙江发展的实践表明,这种制度创新的路径是:民间创业者兴办民营企业,出现了来自民间的自觉

或不自觉的制度创新;这时,地方政府对民间的这种制度创新给予积极的呼应、支持和引导,从而又催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民

间制度创新的着眼点,是对创业和资本增值的强烈追求;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着眼点,是培育和激发民间的劳动、资本、技术、知

识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活力,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创造财富。显然,民间制度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的着眼点是一致的。可以说,民

本经济就是这种来自民间的和地方政府的双向互动而又有机啮合的制度创新的产物。
[5]
如果两者缺少一个方面,制度创新是不可

能发生的,也就不会有民本经济。但制度创新要有一定的条件,而浙江、特别是温州又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民本经济能首先产

生于温州,并很快在浙江全省蔓延,也就具有必然性。 

民本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及其鲜活的实践经验,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本经济内涵的理性认识。显然,民本经济是民营经济推动

的制度创新,作为体制意义上存在的经济学概念,可以认为,民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就是民本经济

的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一种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一样,在不同的地

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因而也应有多种实现形式。比如,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东亚模式等,每种模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民本经济就是这样的一种实现形式,它关注

民生,合乎民意,开发民智,激活民资,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又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既是对中

国历史形成的民本思想积极方面的文化传承,又适应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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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在经济体制上的“中国特色”,应该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活力、最大程度地实现人

民利益要求的经济体制;反映在发展模式上的“中国特色”,应该是内发型的而不是外发型的发展模式。民本经济是“以人为本”

的经济,既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活力、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又具有依靠人民群众办经济、管经济的内发式特

征。因此,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发展模式,民本经济都是中国内生的、具有内发式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

实现形式。
[6]
 

民本经济作为具有内发式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又一个具有

历史意义的伟大创造,它激发了民间活力,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全社会的生产力,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丰富了新的内容。 

三、发展民本经济是安徽经济腾飞的新路径 

浙江的成功经验和民本经济的意义表明,通过构建民本经济实现制度创新,是安徽实现经济腾飞的新路径。安徽省与浙江省

的差距,从表面上看是差在民营经济方面,实质是差在民本经济上面,差在制度创新方面。安徽存在的很多落后观念,束缚了民间

的制度创新,民间创新活力相对不足,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上先行。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安徽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

制的过程中,构建民本经济,为经济腾飞开拓制度创新的新路径。 

第一,安徽地方政府要推进制度创新,要站在民本经济的高度,进行制度创新。民营企业是民本经济的主体,加快民营企业发

展,是安徽必须坚持的方针。但是,政府不能就民营企业谈发展民营企业,而是要站在民本经济的高度,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包括经

济形式、管理体制、发展环境、政府公共管理、行业自治组织等在内的民本经济体制系统,
[7]
真正从根本上发展民营企业。 

第二,在财富创造的机制上,要通过建立激发民间活力的有效机制,将政府的“富民”愿望转化为民众的“自富”行为,克服

在一些地区存在的靠政策、等政策而富起来的传统而落后的习惯,使富民战略的实施由“官员调动式”转变为“群众自发式”,

通过制度创新引导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自富”的道路。 

第三,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主体上,要破除“政府主体”论,树立“民众主体”观,逐步改变以行政力量为主办经济、管

经济的传统方式,形成以民间力量为主办经济、管经济的新格局,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放手让民众在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

中,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第四,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职能由过去的“行政---控制型”向“规则---服务型”的转变,真正把为企业提供优

质的服务和优化发展环境,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政府不仅要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要全力维护好发展环境,保持优

良环境的可持续性。 

第五,要进一步放开对民间投资的行业准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或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或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兴办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对进入的民资应该不分省内省外,不分城市农村,鼓励民间资源积极参与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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