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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析“浙江现象”的创业环境 

赵珍,池仁勇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4) 

摘要:“浙江现象”的实质是空前的创业热潮,而创业热潮源于良好的创业环境。按照创业环境的各个构成要素,

对构成“浙江现象”的创业环境以及这种独特的创业环境的培育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制度创新和制度落差

是浙江创业环境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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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个地域、资源小省,但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令人信服的重大变化,资源小省变成了经济强省。浙

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分别从 1978年的第 12位和第 14位同时上升到 2000年的第 4位。浙江

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北六省的总和。据 2000 年浙江经济统计年鉴,浙江工业企业数量从 1985 年的 268764 家开始持续上

升,到 1999年末达到 693211家,平均年增长率达 7%(见表 l),实现了连续 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许多经济学家把资源察赋小、

经济基础弱的浙江跃升为经济大省的突变称之为“浙江现象”。然而,为什么浙江省能够实现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呢?原因

是浙江人具有空前的创业热情,而创业热情高涨与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分不开的。在创业热潮的推动下,使得新的企业不断地进人

市场,这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浙江经济发展注人新生力量和活力。 

 

1 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 

所谓创业环境是指创业者周围的境况,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支撑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生存和发展

的创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企业家创业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创业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

家的产生、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和创业活动的顺利进行。构筑良好的创业环境,不是单靠政策措施或优惠条件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还需要社会、经济、文化各个侧面的系统支撑。作为创业主体的企业家是创业活动的主体力量,但是,仅仅有企业家,如果缺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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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必需的金融、市场、服务、政策等支撑系统,企业家的才能也不能发挥,创业很难开展。所以,一种良好的创业环境既是不断

产生企业家的肥沃土壤,又是培育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温室。满足这样要求的环境应该包括 5个要素,即创业文化、创业服务环境、

政策环境、融资环境和市场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业环境体系。 

创业文化是激励创业者不断产生、鼓励创业者克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创业服务环境、政策环境、融资环

境和市场环境是支持创业活动顺利进行和创业成功的支撑系统。例如,开始创办企业时,创业者需要寻求贷款,向科研院所寻求专

家、技术人员的支持,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税收优惠措施的贯彻执行,发达的商品市场等种种条件。其中,创业服务环境包括各

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民间创业网络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融资环境包括创业初期筹资,以及企业发展时期来自于金融机构

的间接融资和来自于风险资本的直接融资条件;市场环境包括各类专业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情况。剖析浙江省创业环境的构成

要素对诊释“浙江现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 构造“浙江现象”的创业环境分析 

2.1创业文化 

浙江省独特的自然资源条件,人多地少的资源察赋,造就了浙江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浙江广大农村有较悠久的手工艺和副业

的传统。早在 4 千多年前的大禹时期,绍兴就有“执玉帛者万国”的盛况,唐朝有`旧出万丈绸”的美誉,金华、温州一带山区则

有“鸡毛换糖”等手工艺传统。不甘等待、敢于实践、勤劳节俭的传统为造就千千万万浙江创业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正是因

为浙江人有创业的传统文化,才会在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像鲁冠球、徐文荣、汪力成等大批优秀的创业者。今天,在全国各地,我

们都可以看到浙江创业者,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些都是浙江创业文化背景下的写照。. 

2.2创业服务环境 

创业活动离不开信息和社会基础设施。浙江人之所以能保持创业的热情和空前的创业活动,与浙江具有良好的创业信息服务

环境和基础设施是不可分割的。浙江创业者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各类信息服务企业、网上信息服务平台和民间的创业网络。目前,

浙江共有信息咨询服务企业 6108 家,拥有资产 5.45 亿元,它们为创业者提供了资产重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咨询、市

场开拓、人才培训、国际合作、资金融通、信用担保等服务项目。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普及步伐的加快,网上信息服务也有所加

强。四网互联工程:中国经济信息网浙江子网、中国公众多媒体网浙江子网、中国科技网浙江子网、中国教育科研网浙江子网的

省内互联,大大增加了信息容量,为创业者获取省内外市场信息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同时浙江创业者有广泛的民间网络,如浙江同

学会、浙江商会、老乡会等等,这些民间组织为浙江人获取国内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提供了种种渠道。 

浙江省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创业者及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围环境。全省已建成了由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 5种

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据统计,2000 年底,全省铁路营业里程 1190km,公路通车里程 419700km(其中高速公路 627km,一

级、二级公路 5lZlkm),沿海主要码头万 t级以上泊位 39个,初步构成了物流运输网络,为创业者更快地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搭

建了平台。 

2.3政策环境 

浙江政策环境比较宽松。浙江省政府对经济的运行比较放手,如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与规范,对农地

承包权的流转与股权化,对科技人员的参股与技术折股,对民间金融的发展问题等,都不急于对其定性,而是让其在实践中探索,

或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其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健康发展。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国家政策限制个体私营经

济时,浙江省政府就采取默许或鼓励的政策。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末的 10余年间,浙江许多地区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私营经

济。据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调查分析资料,1987年底浙江省已有私营企业 4万多家。这些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是与当时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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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采取的政策态度分不开的。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省就开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 1992 年开

始,浙江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包括《关于全力推进乡镇企业大发展大提高的通知》在内的 5 个文件,大力推动了中小企业的

股份合作制改造。浙江省政府较早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并且实施的力度也相当大。到 2001年 9月底止,省级政府部门共减少审批、

审核、核准总事项 1277 项,减少审批事项 869 项,减少幅度分别达到 5.06%和 58%。审批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创业者减少创办企业

的时间,加快企业进人生产运作的速度。浙江政府对于制度的改革,对企业的新兴组织形式的鼓励或默许,都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

创业热潮。 

浙江省创业门槛较低。目前,浙江省政府已经“砍掉”了 95%以上、100多项涉及企业的各项达标、评比等活动,放开对一些

行业的投资限制,允许民间资本进人,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对于创业者的创业范围不仅局限在工业领域,而且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

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都允许创业者进人,如学校、医院、电信、金融、证券等一些行业。目前,浙江省有温州大学的国际关系

学院、台州的鸿余中学和椒江的育英学校、温岭的章氏骨伤科医院和路桥的博爱医院等一系列由民间资本投资创办的学校和医

院。对于这些限制性行业的放开,使浙江大量的民间资本有较好的投资项目,极大地鼓舞了民间的创业热情。 

2.4融资环境 

企业在创办初期需要初始的开办资金投人,如进行生产设备、原材料的购买。.这个阶段所需资金大半由自己筹集,主要来源

于 3F,即创业者本人(Founder)、家属(Famils)和朋友(Firends)。据人民银行浙江分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浙江是我国民间资本最

多的省份,达到 8300亿元。浙江政府允许民间资本的流动,因此创业者的初创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民间游资。浙江也有广泛的

如抬家、摇会等筹集资金的方式。对于那些没有足够创业初始资金的创业者来说,往往会采取这些方式来获得民间资本。 

但是,从开业以后到经营进人正规化的这个阶段,企业发展就急需资金的继续投人,间接融资也就成为主要问题。针对这种融

资难的问题,浙江省积极调整信贷政策,缓解贷款压力。对于那些符合国家政策,财务状况好,内部管理规范,确有赢利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企业就积极给予贷款支持。并且对一些资金周转快,社会信用好,经营效益稳定,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管理规范的企业实行

授信额度。在核定的贷款期限和总额内,企业可以随时贷款或还款。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数目也

正在逐年增加。2000年末,浙江省各项贷款余额为 5686.3亿元,比年初增加了 1035.8亿元。并且,浙江已经发展起来一批有浙江

特色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业务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如台州的“银座”、“泰隆”等城市信用社,它们能及时地为中小企业

提供贷款,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浙江直接融资的环境也较好。浙江省是全国风险投资的发达地区。最新的数据统计表明,目前浙江省的风险资本达到了 22

亿元,浙江风险投资机构已为 146个高新企业和项目注入了风险资本.63亿元,为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风险资本提供了一定的

途径,一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由此获得了发展。如浙江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生物医学、新材料、机电一体化、通讯

设备、环保技术与设备等项目,基本都获得过风险资本。浙江还存在着民营企业投资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如万向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就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的专业性风险投资公司。因此,浙江省充裕的风险资金为科技型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支持。 

2.5市场环境 

浙江省是一个市场大省,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的市场体系。2000 年底,全省有商

品交易市场 4348个,总成交额 4023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 451个,超 10亿元市场 68 个,超百亿元的市场 4个,并且建

立了与专业市场相适应配套发展的生产要素市场。1999年底全省共有生产要素市场 118个,成交额 81亿元。市场的发展,方便了

企业采购材料、销售产品,并且形成了以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相结合的区域经济。如绍兴的中国轻纺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海

宁的皮革服装城,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城,都在其周围形成了全国有影响的专业生产基地。发达的市场与区域经济沟通了物流、

信息流、人才流,产生集约效应,使没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一些企业享受到已有的销售网络和信息来源,节省了搜集对象的费用和广

告宣传的费用,因此创业者就比较容易在市场发达地区建立起与当地区域特征相关的企业,形成当地的创业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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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创业环境的培育和发展过程 

浙江的创业环境是如何培育和发展的呢?本文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 3个方面。 

3.1制度创新导致了浙江市场环境的形成 

许多研究表明,浙江经济的核心能力是制度创新先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实现了许多制度创新,例如,在全国最早建立专

业市场制度、民营股份合作制,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行私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等经济制度创新。这

些制度创新使浙江率先于其他省市形成了创业活动所需的市场雏形,为民营企业家创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平台。而这些制度创新

的形成主要不是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性作用,而是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的结果。在自然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

浙江人民探索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强烈愿望,触发了从非资源要素即制度寻找突破口的思想,在实践中摸索出这种更有效率的制度

安排。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浙江的传统创业文化。例如,义乌人以“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和传统,成功地创造了全国最大

的小商品市场;永康人有挨家串户打铁补锅的“百工之乡”的创业意识,建立了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科技五金城;东阳有做“泥

水木匠”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沿袭使东阳的建筑业在省内外颇具影响。因此,浙江悠久的创业文化传统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进

一步导致了浙江省创业环境中市场环境的形成。 

3.2浙江省政府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态度促进了浙江创业环境的发展 

浙江省政府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态度主要表现为默许和鼓励。当群众中萌发出某种一时拿不准、人们又有不同认识的经济现

象时,政府采取默许的态度,冷静观察;当某种经济现象经观察分析,应当基本肯定时,就大胆鼓励,并注意正确引导,使其快速健

康地发展。正是在这种政策环境下,那些没有先例,也没有本本依据的实践,才得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承担了一部

分创新的成本,降低了创新者的风险。假如浙江省政府对改革开放的新事物“一棍子打死”,阻碍新事物的发展,那么也就不会有

今天市场大省的浙江。默许不等于消极不管,更积极的意义是,浙江省政府及时地转变其经济职能,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如一站

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正是浙江省政府对新生事物的默许,才使新生创业环境要素的发展

得以延续,同时,由于政府的服务职能加强,才使得创业要素迅速壮大。 

3.3浙江省与其他地区的“制度落差”加快了浙江创业环境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浙江在制度方面宝贵的“抢先一步”,使浙江与其它地区形成一个较大的“制度落差”。这种“制度落差”,吸引了大量

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的定向流动。浙江的企业家们充分利用其他各省的生产要素为本企业的发展服务,因而这种生

产要素的流动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更进一步发展了浙江的市场大环境。同时,其他省市充裕的资金也进一步充

实了浙江的民间资本、风险资本,为浙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使浙江的融资环境也在这种“制度落差”中得

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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