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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改大潮中浙江的三大机遇 

傅白水 

浙江，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面对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大潮，一直走在改革发展第一阵营的浙江，理当成为这一轮改革

的先头部队，当好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同时有必要也有可能和实力参与新一轮改革的政策设计。那么，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

处于“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境地的浙江，有哪些机遇来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标兵和风向标地位呢？ 

勇于突破，再创中国市场化新高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背景下，浙江作为中国市场机制最为完善、市场化最高的先

发地区，必须对现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和突破，率先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推进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从而有可能也有实力获得再次辉煌的先机。 

一方面，要坚决坚持市场取向和市场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注重市场配置资源，深入

推进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首先，要尊重基层首创，注重在先行先试中积累经验，

善于把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设计，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突破。按李强省长的说法，要善于点燃“新炉子”。比如，在海宁市

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试点，按照亩产论英雄的理念，创新土地、能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配置机制，将亩产与用地、用

电、税收优惠等挂钩，促进要素资源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还有在柯桥区开展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在富阳，开展权力清单试点；

在平湖市，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试点；在德清县，开展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在开化县和淳安县，谋划生态功能区建设机

制创新试点等。 

其次，对所有行业和领域落实“非禁即入”原则，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要开闸放水，降低门

槛，放宽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场，取消和废止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各种歧视性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大幅度放宽准入门槛，

坚决破除“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如鼓励民间资本办医办学办文化，探索民间资本进入特许经营权领域。作为中国民营

经济大省，浙江民营企业应牢牢抓住深化改革这个春天，加快进入和发展金融业、战略新型产业、互联网产业、新兴服务业等

产业，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代表和领头羊。同时，浙江民企要积极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民企中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要积极投

入到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重组中去，在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快速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推进“三单一网”建设，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改革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自我完善，这是市场化发

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要积极推进李强省长提出的“三单一网”建设，实现“三个大幅度减少”。推进“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

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一律取消审批，由基层管理更为方便更为有效的，一律下放审批；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全面清理政

府权力；制定“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省级政府部门一般不再直接向企业分配和拨付资金，也不再直接向企业收取行政

事业费。建设全省网上政务大厅，形成“一站式”网上办理，“全流程”效能监督。实现“三个大幅度减少”：大幅度减少政府

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真正把政府“闲不住

的手”收回来、把市场“无形之手”放活、把社会“自治之手”补强，让市场、让群众去大胆创新探索，共同推进改革发展。 

以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银行为龙头，打造中国新金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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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国金融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5家民营银行开始在中国正式启动，这其中浙江就独占 2家，并且开设民营银行的

10 家民企中，浙商独占 7 个，在金融领域浙江可谓风光无限，再加上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以及浙江地域的银行现

象即在浙江驻足的银行各省是最多的、银行赚钱是最多的、存贷额度也是最大的，这些无疑为浙江打造中国新金融高地夯实了

雄厚的基础。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对经济快速发展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一个活跃的金融业必然会支撑起一个活跃的经济体，金

融业强劲必然会推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如成为金融中心的香港与新加坡皆是如此。浙江应借助支付宝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

和发达的民间金融和银行业，以及新设立的民营银行，积极打造中国新金融中心，成为中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的先行区和

先验区。为此，要打通“三条通道”：让民间的小资本能够与大项目、大产业对接起来；让银行的大资本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

对接起来；最终实现民间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类资源与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对接起来。 

首先，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证券期货公司、专业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大力推进普惠金融，探索社

区性银行的发展模式。创新地方金融监管制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抓好小微金融服务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打造“中小

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促进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有效对接，成为全国领先的金融创新试验区和民间金融规范

发展示范区。 

其次，依托民间资本丰富，把浙江打造成为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基金)最活跃、本土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基金)数量最多、

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最活跃的地区。加快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发展，鼓励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推动各类

企业上市和挂牌。 

再次，以点代面深化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及各项金融改革试点，促进金融机构发展、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

高效，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良好环境。同时，依托中国第一部民间金融地方法律《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大力推进民间

金融制度创新，成为民间金融实践和制度创新的高地。 

实现“人的城市化”，率先完成新型城市化 

浙江作为中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在全国省区最高、城乡差距最小、城镇化水平最高。浙

江可依托这些优势，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在中国率先实现“人的城市化”。浙江实践表明，加快和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尤其是小

城镇，不仅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而且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数据显示，2010 年，浙江共有 334

个镇进入了全国千强镇的行列，占 1/3强，全省人口超过 5万、财政收入超过 5亿元的大镇共 51个，这为浙江目前推进小城市

发展试点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浙江要着眼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完善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机制，大力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先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首先，要发挥市场主

导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更多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选择，是市场化过程，不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新型城市化不能沿用政

府主导投资的单兵突进方式，应实现“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机制的结合。政府要告别经济运营角色，变成真

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把可以由市场提供的服务交给社会。资本及市场力量承担城镇建设的责任，对于一些准公共产品，也应

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资本成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营利性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力量。 

其次，注重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外在表现是城镇规模的扩张，但其实质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

就是人的城市化。未来城市化不应是简单的“造城”运动，应在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配置前提下，更加注重“人的城市化”，不

仅要让农民进城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还要实现身份的转换，实现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

大转变，圆进城农民的“市民梦、创业梦、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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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推进大城小镇及城乡融合。任何一个小城市，其背后支撑的都是一个由快捷的交通网络和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构成的

城市体系和城市集群。城市化也不可能消灭乡村，某种意义上，还要切实发挥城镇的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支持更多的资本、

人才向农村流动，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居民的人口素质提高、现代农业的发展。未来城市化的推进不能只注重城市发展，更要注

重城乡融合，实现要素流通一体化、城乡规划发展要求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城市化应在政策目标上要摒弃

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政策，打破制度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

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