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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私营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研究 

金莉芝，黄艳娴 

（丽水学院  经济贸易与管理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通过对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现状的研究揭示了浙江省三次产业的发展趋势；通过对主要行业增长速度

的研究揭示了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通过对私营企业进入产业的比重研究揭示了私营企业产业结构的现状，

提出实现私营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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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的产业分布，是在私营企业发展初期受到产业进入的垄断壁垒和资本密集要求的障碍以及产业限制政策障碍条件

下形成的，也是与私营企业处于发展初期的状态密切相关的。资料显示，目前浙江省私营企业呈现产业分布多元化的特点，产

业涉及制造业、餐饮业、零售业、重工业、金融业、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公用事业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重点集

中在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五成，达 50.26%（根据《2010 浙江省非国有经济年鉴》统计资料 345~465 页资料计算所得）。
[1]
其中，

制造业成为私营企业发展的重点行业。这些产业一般是国民经济中的非主导产业，多从事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的劳动密

集型、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分布将私营企业长期排除在主流、新兴及支柱产业之外，必然使私营企业

的发展空间有限，并随着技术进步而日益萎缩，最终被社会淘汰。 

由此可见，浙江的私营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摆脱“边缘经济”的困境，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在本文中通过对浙江省产

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揭示浙江省私营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和对策。 

一、浙江省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变动趋势 

（一）浙江省三次产业变动态势和特点 

浙江的工业化起步于建国初期。至 1949 年，包括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仅占浙江省生产总值（GDP）的 8.0%，而农业占 

68.5%，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迅速发展。1978—2009 年，GDP 从 123.72 亿元增长到 22 990亿元，

年均增长 19.02%；人均 GDP 从 331 元提高到 44 641元，年均增长 17.76%。 

三次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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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计算出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见下页表 2）。 

 

根据表 1 和下页表 2 所显示的资料可以看出，浙江省三次产业的变动特征和趋势。 

1.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最快。从表 1 中看出，2004—2009 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 7.4%，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

为 13.76%，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 16.69%。这一现象是符合浙江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说明了第三产业的

发展速度最快，是浙江省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浙江省的整体经济形态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发展的过程。 

2.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从表 2 中可以看出，2004—2009 年，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38.1%下降到 2009 年的 5.1%，下降了约 3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从 43.3%提高到 

51.8%，提高了约 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从 18.6%提高到 43.1%，提高了约 25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第二产业

的比重变化相对较小，但不能简单认为第二产业在浙江省经济中处于夕阳产业，这一点从增长速度中可以证明。2004—2009 年，

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3.76%，说明第二产业仍是浙江省的支柱产业。 

（二）浙江省行业结构及变动趋势 

对浙江省行业结构和变动趋势的分析研究，更有助于把握私营企业的产业定位。 

1.主要行业的变动趋势及发展特点。根据浙江省的产业结构特征，将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

旅游和社会服务业作为分析的重点。这几大行业的经济总量及增长速度（见表 3），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建筑业、邮电通讯、

旅游、社会服务业发展较快，尤其是社会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 20.12%，远远高于浙江省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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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区服务业、中介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逐步兴起，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企业走势将一路上升。2004—2009 年

建筑业的年增长速度为 19.95%，在整个行业中仅次于社会服务业，处于第二的水平。由于建筑业是一个基础产业，它拉动其他

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预测，要保持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将在较长的一段时

间保持目前的增长水平。旅游业的增长速度为 19.91%，与建筑业增长速度相近，处于第三的位置。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各地蓬

勃发展的旅游经济和假日经济推动，及浙江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旅游业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两位数的强劲增

长势头。邮电通讯业也是浙江省经济发展中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其增长速度高达 19.73%，这说明随着信息化的推进，为通讯

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市场需求，推动通讯业飞速发展。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升级和现代物流的发展，邮电通讯将保持

强大的增长势头。 

 

除此以外，工业和商业也是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的行业。但从工业内部结构考察，浙江产业结构仍然呈现出以

传统产业为主的特征
[3]
，2009 年浙江工业行业产值排序结果表明（见上页表 4），排列前十位的行业分别是：纺织业、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及供应、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塑料

制品业、电子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些行业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为 63.14%。 

2.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及发展特点。浙江省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6%提高到 2009 年的 43.1%，

上升了 21.1 个百分点，但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第一层次占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降低，第二层次作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当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富裕程度提高后，对旅游、居民服务等

方面的需求增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生活中的联系过程增加，中介业务增多，对第二层次的需求呈增加趋势，第三层次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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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略有上升。 

 

浙江省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如表 5 所示），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传统的服务业，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交通

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占的比重比较大，到 2009 年依然占据 1/3 以上，但是可以看出它是逐年减少的。第二层次服务业目前

有了较大的发展，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主要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业跟房地产业开始呈现快速发展的局面。

第三层次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而且发展速度缓慢，教育、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滞后已严重制约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因

此我们看出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传统产业仍占很大的比重，而新兴产业、教育产业则比重很低，结构

升级缓慢。 

二、浙江省私营企业的三次产业结构与行业分布 

（一）浙江省私营企业三次产业的比重及发展态势 

浙江省私营企业的三次产业结构具有以下特征（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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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从浙江私营企业单位数在产业上的分布来看，2009 年私营企业户数为 566 595 户 ，

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是：第一产业 7627户，占 1.35%；第二产业 278768户，占 49.20%；第三产业 280200户，占 49.45%。 

2.私营企业在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表 6 显示，从 2004—2008 年期间，私营企业起始行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据第一

位，但是呈现下降趋势，到 2009 年这种格局有所改变，私营企业行业结构中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占据第一位，保持稳步上

升态势；第一产业所占份额则呈小幅稳步下降态势。 

（二）浙江省私营企业的行业分布现状 

经过这些年来的大发展，浙江私营经济主要是私营企业，已进入诸多行业，并形成了一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产业

结构。浙江省私营企业的行业分布（见下表 7），有如下特点： 

 

1.浙江省私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比较广泛，且企业的数量、从业人员、投资资金和经营收入增长较快，表明浙江省经济的高

速发展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各种领域的发展机会，而私营企业也在不断市场化的进程中扩大自己的投资领域，凭借产权明晰、经

营灵活的竞争优势不断渗透到过去由国有资本垄断的行业中，努力摆脱边缘经济的地位。 

2.私营企业除了在农林牧业或第一产业的增长较快以外，在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

社会服务业等行业中也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其资本投入的增长都在 20%以上。浙江私营工业的行业资本投入分布比较集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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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纺织、化学原料、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和电气机械制造等传统

产业中，这些传统行业的总产值所占比重为 72.98%，其中纺织业占 13.91%，表明私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十分紧迫。从近两年的

主要行业资本投入结构变化看，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制造、家具制造、文教用品制造、化学原料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金属制品制造、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的资本投入所占比重有所提高；纺织服装业、印刷业、塑料制品

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比重有所下降。 

3.虽然私营企业在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注册资金和营业收入方面增长幅度较大，但产值或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却不对称。

比如采掘业的注册资本增长 96.45%，而总产值仅增长 30.69%，说明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该行业的附加值不够高，私人资

本的投资回报处于低水平状况，这将制约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浙江省私营企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对策 

浙江省私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必须顺应整个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演进的趋势。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战

略，浙江省私营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主要对策如下： 

1.发挥浙江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现代产业规模扩张力度。浙江省现有各类产业集

群 600 多个，它们的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 75%以上，这些产业集群与规模大、数量多、辐射广、经营人才众多的专业市场相

结合奠定了浙江经济强省地位的基础[4]。发挥浙江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利用这一优势造就的传统产业部门超常

规发展的惯性，在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同时，加快现代产业规模扩张步伐，是适合浙江私营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2.实施第三产业超常规发展战略，提高第三产业层次。浙江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结构层次低主要是由于新兴服务业如金融、

保险、咨询、技术服务、教育科技等行业规模过小，而传统产业中主要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商贸餐饮业比重过高。因此，浙江

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市场优势，超常规地发展新兴服务业。一要根据浙江在工业化中后期国民经济总量中实物产品比重下降、

服务产品比重上升的需求状况，适当控制、收缩流通部门的比重，注意防止不顾需要和可能一窝蜂去发展物流业。二要充分认

识生产和生活服务业比重增大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标志，积极推进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的迅速发展。三要区分

盈利性和非营利性服务业两个不同层面问题。对于盈利性服务而言，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促其迅速

发展；对非营利性服务业不应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应该明确政府公共管理和发展公共产品生产的职能，解决基础科学、教育服

务及社会保障服务等非营利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的问题。 

3.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牵引作用。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一要使私营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

主体，形成以企业为主、政府为辅的科研投入模式，政府的科研支出主要投向社会公益性明显的研究、基础研究和某些领域的

高新技术研究。二要注重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确定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制定和实施各层次的发展计划，

推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完善“产学研联合开发机制”，强化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工作，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三要从浙

江省情况出发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有效结合部位，把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信息化水平作为浙江产业升

级的关键。 

4.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形成内力和外力共同推进浙江私营企业产业升级的局面。当前，国际资本和技术抢滩中国市场

的势头迅猛，浙江私营企业应充分利用毗连上海和处于发展前景越来越被看好的长三角地带的区位优势，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和

苏浙沪共同营造全球制造业基地这一历史机遇，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内外力共推浙江私

营企业产业升级的局面。 

5.发挥政府产业政策在私营企业产业升级中的导向作用。在产业结构政策上，结合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培育与选择，积

极实施私营企业产业合理化政策，形成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为前提、支柱产业支撑经济快速发展、高科技产业为先导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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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在产业技术政策上，加快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鼓励产学研联动、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技术成果产业化；建立各种类

型的私营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帮助私营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对退出竞争性产业的破产和被兼并企业，实行核销

债务和其他经费支持，对进入新兴产业的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财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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