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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发展浙江民本经济 

应雄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浙江 杭州 310025） 

【摘 要】当前，以民为本的浙江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红利，面临新一轮发展的历史机遇，浙江应抓住积

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抓住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的重大机遇，大力推

动民办银行实现新突破；抓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实现新扩张。 

【关键词】浙江；民本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

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浙江改革发展实践得到

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以民为本的浙江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红利，面临新一轮发展的历史机遇。 

一、抓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 

《决定》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等重要理论观点。我

的理解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

有制经济是“同胞兄弟、亲生儿子”，国有企业不是“长子”，民营企业也不是“养子”，二者都是“民族企业”。这样自然可以

稳住人心，留住企业。 

《决定》明确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

实现形式”、“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

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我的理解是，混合所有制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进可退、有进有退、

进退自如。今后将是民进国进、齐头并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互促共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营经济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祥地，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都走在全国

“第一方阵”，可以说是民进国进、齐头并进，浙江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2年，浙江省属国

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447亿元，利润总额 180亿元，资产总额 5745亿元，所有者权益 1948亿元，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浙

江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 2.2 万亿元，贡献了全省 63.8%的生产总值；外贸出口 1300 亿美元，贡献了全省约六成的出口；税收收

入近 3000 亿元，贡献了全省 1/2 的税收；解决就业近 3300 万人，贡献了全省 90%以上就业岗位。《决定》的一系列措施，给浙

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新机遇、新空间，如果我们浙商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抓住参与全国范围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的机遇，必将实现大发展大提升。 

二、抓住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办银行实现新突破 

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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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断，已经过去了整整 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体企业无

利可图成为最突出的经济问题、成为金融经济潜在风险最大的隐患。我以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金融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不匹

配，在于金融企业与实体企业的不匹配，在于国有金融与民营经济的不匹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成为金融发达的省份。2012年，全省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 8.5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 2966亿

元，约占 GDP的 8.6%；存款规模达到 6.67万亿元，贷款规模达到 5.95万亿元，贷款规模和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1.72:1。但是，

从浙江实际来看，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由于没有合理的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缺乏强大的民

营金融支撑保障，发达的民营经济尤其是实体制造企业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巨量的民间资本四处流动，民间高利贷频频发生，

出现炒房、炒矿、炒酒等非理性的“脱实入虚”行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由于种种原因，浙江地方金融和本土银行发展相对滞后，不仅与沿海省市发展差距较大，也与市场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

目前，浙江地方金融业资产占全省金融业的比重仅为 22%，远低于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的 40%以上的比重。比如，2011

年浙商银行总资产只有 3019亿元，仅为同年上海浦发银行 26847亿元、深圳招商银行 27950亿元、福建兴业银行 24080亿元的

零头。《决定》明确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

等金融机构”、“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举措。这对浙江是久旱逢甘霖。浙江素有“银行发祥地”和“银行家摇篮”

的美誉，地方金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 1907 年就成立了浙江兴业银行，1935 年就有 19 家总部设在浙江的商业银行。一

百年前的浙江人就能办好银行，一百年后的浙江人更能办好银行。有实力的浙商要乘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放开手脚，实施

产融结合战略，积极创办中小银行、网商银行，重振浙江本土银行雄风，逐步形成与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三、抓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民间投资实现新扩张 

民间投资是理性投资，是市场投资，是最有活力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投资一枝独秀，多年

领先于全国，2012 年全省民间投资总额首次突破 1 万亿元，达到 10565 亿元，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 61.8%。但是近年来，浙江

的民间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快了、而是慢了。比如，山东的民间投资比重超过 80%，江苏、广东的民间投资比重也先

后超过浙江，民间投资总量也已经超过浙江。2013 年 1-10月，浙江民间投资增长 15.3%，低于投资增幅 4.4个百分点，增幅已

经连续 14个月下滑。同期，全国民间投资 22.3万亿元，同比增长 23.4%，占总投资的比重达 63.5%。全国只有浙江的民间投资

增幅低于投资平均水平、浙江民间投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个低于”问题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民间投资的背后，是市场的预期，是民间的活力，是投资的环境。《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

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

一律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

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我以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就是要放权于市场、放权于企业、放权于人民。这对浙江来说，特别是对老百姓经济发展，又是一个新的重大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