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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浙江特色的私营经济 

赵玉阁 

摘要:文章总结了浙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明显特征,揭示了浙江私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就如何推

进浙江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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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20多年间,浙江的私营经济迅速形成并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0年浙江私营企业总产值、全国 500

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所占数量两项居全国第一,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居全国第二。到 2003年 12月,浙江私营企业达到 24.73万户,个

体工商户总数 152.88万户。个私从业人员总数达 679.6万人。浙江已成为我国私营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一、浙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明显特征 

1.浙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1)萌生起步阶段(1979— 1987)。各地拨乱反正,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逐

步突破禁区,放宽政策,个体经济开始发展。此时的私营经济由于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而混杂在个体、乡镇经济之间。据浙江省

农村政策研究所关于浙江私营企业的调查分析,浙江 1987年底符合私营企业标准的企业大约有 4万多家,吸收了约 100万个剩余

劳动力。 

(2)曲折发展阶段(1988— 1991)。198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使一批个体工商户向私营企业发展,

但由于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对各类企业的压力,给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 

(3)高速发展阶段(1992— 1997)。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浙江省委办(93)4 号《关于促进个私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促进了个

私经济的蓬勃发展。到 1997年底,浙江私营企业发展到 9.18万户,135.52万人,成为全国私营经济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省份。 

(4)提高发展阶段(1997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发出省委 2 号《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的通知》,浙江个私经济呈现大提高、大发展的态势。 

2.私营经济近几年的明显特征。 

(1)起步早,发展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浙江私营经济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已具有相当的经济

实力。自 2003 年以来,浙江平均每天新发展私营企业 190 家,创历史最高增速。到 2003 年底,浙江私营企业达到 24.73 万户,比

1998年增长 168%,个体工商户总数 152.88万户。个私从业人员总数达 679.6万人,再加上外出经营人员 300多万,实际从业人员

已近 1000万,比 1998年增长 67%。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浙江个

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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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力提升,经营规模持续扩张。自 2000 年以来,浙江个私企业注册资本总量每年以 500 亿元的幅度递增。浙江个私企业

拥有的注册资本金已达 2515.43亿元,比 1998年增长 2.6倍;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本金为 2.35万元,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金

为 87.19万元,分别比 1998年增长 63.2%和 70.1%。现有规模以上私营企业 1.6万家,年产值亿元以上私营企业 334家,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 3348 家。雇工超过 100 人的私营企业逾 7 万家,共有私营企业集团 342 家。浙江已有一批企业已经通

过和正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德力西、正泰、传化、恒生电子等知名企业都在朝着上市的目标迈进。1998- 2002

年,浙江个私企业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26782.6亿元,年均增长 25.7%,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作出了贡献。 

(3)国民经济占比提高,地位作用,愈益凸显。2001 年,浙江个私经济增加值达 2935 亿元,加上其他混合经济成分占浙江 GDP

的比重为 5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27.09 亿元,占浙江的 63.67%;上缴税收达 168.3 亿元,占浙江总额的 18.02%。个私从业

人员总数占浙江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分别在 35%、20%左右。浙江商业零售服务网点的 96%、餐饮网点的 97.5%和城乡蔬菜水果

供应点的 90%以上都是由个私企业经营的。个私经济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整

个经济市场化发展水平,促进了城乡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推动了小康化步伐,形成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的大趋势。1998年以来,浙江个私企业共转移农业劳动力 128万人,吸纳安置了 52.39万名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就业。 

(4)对外拓展强势延续,内引外联比翼齐飞。近年来,浙江个私企业对外拓展强势延续,发展势头良好。据浙江企业在沪协会

的最新统计显示,浙江在上海兴办的企业总数有 5万家左右,总投资规模达 5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资本。浙江有 3.7万多

家个私企业在江西、安徽两省投资,投资额超过 20亿元。直接参与西部开发建设的人数近 100万人,投资总额近 1000亿元,据温

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统计,大约有 16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年创造的 GDP约 560 亿元。与此同时,众多个私企业在

提升壮大的转变中逐渐放眼全球,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产品辐射力不断增强。浙江的个私业主在省外、海外共办有市场、分市场

40 余个,个私企业设立境外机构 132 个。浙江有 1.58 万家个私企业的产品出口,产品辐射五大洲的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交

货值 883.94 亿元人民币。流得出去引得进来,个私企业引进外资屡创新高。2003 年浙江与外商合资私营企业 2303 家,累计引进

外资 12.57亿美元,分别比 1998年增长 3.09倍和 7.1倍。 

(5)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产品结构更趋合理。近几年来,个私经济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建筑业、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服务

业及具有文化内涵的餐饮业、社会服务业遍地开花,发展势头迅猛。各种新型服务业如融资担保、科技资讯、招标采购交易、物

业管理、营销策划服务等也逐步兴起。投资效益农业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趋势,全省投资农业的工商资本达 100 多亿元,带动

一大批农民从事个体农产品加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及与 IT 产业相关的服务业发展提速。杭州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入区科技型私营企业达 809 家,同比增长 76.64%。科技应用技术的加速推广和个私经济的日益壮大,带动了个

私企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个私资本的投资趋向多元化,三大产业联系渐趋紧密,三大产业之间的融合度增强,农业逐步向工业、服

务业渗透,个私经济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2003 年,全省私营企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为 1.13:60.32:38.55,个体工商户的占比

则是 0.63:18.27: 81. 1,私营企业总产值中的 92.2%来自于制造业,销售额中的 81%来自于商贸餐饮业。 

二、浙江私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私营企业主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多数私营企业主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来自广大的农村,

没有经过正规培训,难以适应技术水平高的工作,更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2.私营企业法制意识不够强,信用意识淡薄。私营企业接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较少,法制和信用意识比较缺乏。表现为在经营

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一些老板唯利是图,无视国家法律,制假贩假、偷税漏税、违规招工用工,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严重损

害了私营企业的声誉。 

3.私营企业组织机制存在一定缺陷。私营工业企业中的私营独资企业占到 55.8%,即以家族制形成的私营企业数量较多。家

族制在创业初期,适应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成为私营企业具有活力的保障之一,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次后,就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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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管理上的缺陷。如三株集团、飞龙集团等大型私营企业陷入困境,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或多或少与家族制管理模式和独

裁型决策机制有关。 

4.私营企业安全管理滞后。大部分个私企业没有专职安全人员,管理基础十分薄弱;另外,个私企业星罗棋布,政府有关部门

无法实施全面检查监督,在乡镇一级以下,由于缺乏主管部门配合,企业缺乏自身逐级监督和检查机制,再加上企业本身着重追求

利益,较少考虑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个私企业存在着失控漏管现象,从而留下了巨大的事故隐患,也给整治带来困难。 

5.私营企业技术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弱。大多数私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装备、生产方

式、产品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污染严重,特别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块状经济,手工作坊的个体工业单位仍占较大份额,主要依靠廉

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核心竞争力不强。 

6.融资渠道狭窄,影响私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由于金融机制的不完善,私营企业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支持。私营

企业一般只能靠自我积累,有时也不得不以高息拆借资金,从而增大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据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有 45.7%的企业认

为制约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融资困难,有 66.4%的企业认为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很不容易。 

7.产业趋同问题比较突出。浙江是块状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也是产业趋同比较突出的地区,产业趋同导致比较优势递减,当

比较优势消失时,容易导致区域内行业间的恶性竞争,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8.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执法和管理部门存在不良作风,个私企业“三乱”情况严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严重制约部分

块状经济健康发展。专项调查显示:有 32.7%的企业认为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类型相比,在待遇上存在不平等现象,有 42.5%的企

业认为对私营企业政策和环境不够理想。 

三、如何推进浙江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 

1.提高私营企业家整体素质,重视引进和培养管理、技术人才。提高私营企业主整体素质,重视引进和培养管理、技术人才

是私营企业在新世纪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在国内、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私营企业家要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进行

学习,学习先进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理论、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决策水平和法制意识。同时要重视引进企业的

管理、技术人才,用感情和待遇留住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2.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清理不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法规和规章,建立能够推动私营经济快速健康发

展的法律法规。浙江经济要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经济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为企业发展营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使私营企业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扶持政策,及时得到制度、技术、信息及金融等方面的

实际支持。主要是通过制定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提供各种经济信息,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严肃查处地区封锁、部门垄断

等各种不合理限制和不应有歧视及妨碍私营企业发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放开对私营企业在政策上的限制,实行国民待遇,

做到在经济管理的多个环节上同其他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同时,积极引导私营企业规范经营,加大对违规经营的处罚力度,使私

营企业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积极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科技含量较高的项目,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注重资本经营,大胆参与国际竞争。 

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私营企业投资方向,大力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及能耗水平低、资源利用率高

的项目,调整不合理产业的结构,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同时,要鼓励私营企业注重资本经营和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拓

宽投资领域;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机制,推广国际质量认证模式,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强企

业整体实力。私营企业本身也要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私营经济由粗放开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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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私营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还有一个过程,资金不足仍然是影响

企业特别是个私企业加快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加入 WTO以后,竞争的加剧,私营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信贷政策支持。因此,要千方

百计广辟渠道、多方集资,大力提高投资效益。 

5.加强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和管理,使工业园区成为浙江私营工业经济再次腾飞的基石。第一,特色工业园区建设要有长远目

标,周密计划,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规范科学管理。第二,特色工业园区要以科技为先导,以中心城市、中心镇为依托,把特色

优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促进资源共享、集约经营,进一步壮大要素集聚规模,提升私营企业发展水平。第三,

特色工业园区建设注重层次,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入园的私营企业,尽可能使浙江块状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发挥。第四,要突破行政

区划的限制,防止重复建设,特别要防止相邻县城之间建立相同的工业园区,造成恶性竞争,影响特色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6.捕捉发展新机遇。目前浙江存在着大量目标不明确、经营不规范的私营企业,这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但作为有特色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应当整顿提高自己的企业,不能安于现状,而要善于捕捉发展新机遇,从而把企业做大做强。

在捕捉发展机遇上:一是要把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机遇,参与西部大开发的企业不要只是刻意追求轰动效应,重要的是

关注投资的可行性,看准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利益在何处,这样即使短期收益没有得到,长远利益也是能够得到的。西部开发的主体

应该是具有明确利益导向的能称得上市场主体的企业。二是要时刻去捕捉身边的发展机遇。把握得好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与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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