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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及新余的借鉴 

施一军,李云奇 

(中共新余市委党校, 江西 新余 338000) 

摘要:块状经济遍地开花,中小企业发展迅速,专业市场繁荣发达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新余借鉴浙江经济

发展经验,一是要立足传统优势产业,加快产业聚集,二是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强新余企业的竞争力,三是要培育

专业市场,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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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路子。全省经济发展迅速,主要经

济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并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因此,总结并借鉴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对于

新余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人口小市向经济强市的跨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即便是与某些中部省份比较,浙江无论在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国家投入、政策优惠等方面都不具优势。浙

江的自然资源十分缺乏,缺煤、少铁、无油,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宗原材料,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不足

全国平均水平的 48%。浙江也是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投入最少的省份,人均投入仅 410元[1]。浙江以近乎“零资源”的禀赋条件取

得优异的发展成果,堪称“经济奇迹”。总结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主要有如下几条: 

1.块状经济遍地开花 

“块状经济”专指以制造业为主体,具有产业集群特征,富有浙江特色的区域经济形态[2]。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总量和经济

增长的主要依托。 2005年,浙江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 18405亿元,占浙江省全部工业总产值 30212.4亿元的 60.9%[2],也就是说,

全省工业经济总量中,高达六成的份额是以块状经济的形态来显现的,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区域特色经济优势十分突出。据有关统

计,从规模结构看,2005 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在 1 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 360 个,其中:工业总产值在 50 亿元以下的有 265 个,

占区块总数的 73. 6%, 50～ 100亿元的 51个、100～ 200亿元的 23个、200～ 300亿元的 7个、超过 300亿元的 14个[2];从

产品竞争力看,浙江省块状经济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30%的有 78 个,其中南湖精细化工的香兰素、鹿城打火机、温岭

制鞋的仿皮鞋等 13 个区块主要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80%[3];从地区分布看,在全省 90 个县(市、区)中,有 82 个形成了块状

经济,其中块状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50%的有 45个县(市、区),50%～ 70%的有 16个,70%～ 90%的有 24个,90%以上的

有 5 个[3]。由此可见,块状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的特色和优势。浙江的块状经济是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自古经商的文化传

统、沿海和毗邻上海大市场的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浙江各地根据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和产业传统,立足传统产业,因

地制宜发展起来的。因此,浙江的块状经济大多为传统产业,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及普通电器、机械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较低,主要通过产业集群式发展,依托专业市场,依靠低成本、低

价格参与市场竞争,并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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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企业发展迅速 

浙江是中小企业大省。根据有关经济普查数据,截止 2004 年底,浙江各行业拥有各类中小型企业数量 30.41 万家,资产总量

35683.81亿元,中小企业单位数占总企业单位数的 99.6%,资产总量占 82.6%,从业人员占 82.7%,营业收入占 71.7%[4]。由此可见,

中小企业在浙江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从经济类型看,浙江中小企业的经

济类型在呈现多元化格局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据了主体地位。 2004 年全省共有私营企业单位数 216560 家,占全部中小企

业单位数的 71.2%,是浙江中小企业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而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合计仅占 6.8%;私营企业拥有资产达 11511.1

亿元,占全部中小企业资产的比重为 32.3%。二是从投资主体看,浙江中小企业投资形式在呈现多元化格局的同时,个人投资成为

中小企业投资的主要形式。 2004 年末中小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共计 3649.54 亿元,其中个人资本为 1403.02 亿元,占

38.4%,法人资本也占了较大的比例,资本额达到 1021.92 亿元,占 28%,而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所占份额正在逐步减少。三是从企

业规模看,浙江工业企业是以“微小”型企业为主,2004 年浙江只有 79 家大型工业企业,中型企业也仅有 2964 家,两者合计占企

业总数的 1.6%,而小型工业企业共有 186551家,占了全部工业企业的 98.4%,其中规模以下小企业(即“微小”型企业)共有 148232

家,占 78.2%[4]。由此可见,民营中小企业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浙江中小企业之所以能推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在于选择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正是大量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社会化协作为纽带的中小企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

的有序聚集,使各企业之间在相关技术、设备、工艺、管理和劳动力使用诸方面,在利益的驱动下取长补短、有效竞争、快捷转

移、集中服务,从而产生了“小企业、大协作”的规模经济效应,刺激企业的不断繁衍和发展。 

3.专业市场繁荣发达 

浙江的专业市场十分发达。截至 2005 年底,浙江省有商品交易市场 4008 个,共实现成交额 7173 亿元,其中成交额超百亿元

的市场有 10 个,超 10 亿元的有 120 个,超亿元的有 556 个,浙江已连续 15 年创市场成交额、超亿元市场数、单个市场成交额三

项排名全国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市场大省[5]。浙江专业市场大多属于“产地型市场”,其兴起和发展走的是地方产业集群发展—

——专业市场兴起———产业集群发展和升级这样一条道路。专业市场是一种贸易的空间集聚现象,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市场

内产品的种类、数量、价格优势以及与市场交易相关的物流配送、信息发布等辅助功能完备与否。浙江“产地型”专业市场正

是依托市场周边产业集群提供的大规模、多品种和低价格的商品供给,市场规模和交易额不断攀升,同时由于交易量的上升,使得

专门进行某一类商品的交易就变得有利可图,专业市场内部交易分工变得更加精细。目前,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多达 4000 多个,

而围绕 4000多个专业市场的是 110多个工业行业的数十万家企业的集聚,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的区域经济格局。

现在浙江最具知名度的专业市场如义乌中国国际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快速发展都与周边地区的

相关产业集群的成长密不可分。正是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之间互为依托联动发展,才使得以产业集群为支撑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

发展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二、新余的借鉴 

新余市地处赣西中部,是江西省直辖市,总人口 111.59 万人,城区面积 45 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 39 万人。近年来,新余经

济发展较快。 2006年,新余市全部工业增加值 106. 31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增速居全省第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93.41 亿元,增长 40.2%,增速居全省第一;市属工业增加值 49.86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53.4%,增长 80.2%,增速居全省第

一[6]。虽然新余经济发展较快,但与浙江一些地级市相比差距还很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从新余实际出发,积极借

鉴、消化、吸收、利用好浙江经验,促进新余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1.立足传统优势产业,加快产业聚集 

浙江之所以能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经济强省,创造令人惊叹的浙江奇迹,块状经济功不可没,块状经济的蓬勃发展是

20多年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浙江立足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块状经济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高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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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传统产业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因此,对新余来说,发展

高技术产业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新余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选择符合新余实际的产业发

展路径,加快产业聚集,尽快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钢铁产业是新余的支柱产业,但目前新余市钢铁产品制品仍基本属原材料和半成品,以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居主导地位,缺乏

下游产业的配套与协作,没有形成分工明显、互补性强的产业链。新余市 15种主要工业品分别是:原煤、电、生铁、钢、成品钢

材、钢丝、铸件、锻件、水泥、纱布、苎麻布、服装、农用化肥、油漆、冷冻饮品、饮料酒,除煤、电、钢铁外,其他产品相关

性甚微,尤其缺少围绕支柱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由于目前新余尚未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和发展氛围。因此,在新余发展产业集群,一是要依靠地方优势产业,着力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群。各地要围绕特色产业、

知名品牌,把特色搞浓,把优势造强,把影响做大,做到以“特”取胜,并向产业链、产业群方向推进,以逐步形成产业集群;二是要

在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或引进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和销售

网络的产业龙头作用,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以带动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 

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强新余企业的竞争力 

中小企业在浙江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发展中小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超级经济体不一定需要大企业才

能完成,大量的中小企业同样可以实现。小企业之所以力量薄弱,不是因为其小,而是因为孤单,因此,需要网络组织,加强合作。

许多单个的、与大企业相比毫无竞争力的小企业一旦通过合作,用发达的区域网络组织起来,其表现出来的竞争力就不再是单个

企业的竞争力,而是一种比所有单个企业简单叠加起来更具优势的全新的竞争力。 

目前,新余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浙江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内在素质不高,企业竞争力弱。主要表现在企

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档次低,钢材初加工、农产品初加工和资源性企业多,精加工企业少,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较低。二是企业

联系松散。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不明显,关联度不大,尚未形成相互依存的协作体系,尤其缺少围绕支柱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

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集群。因此,新余发展中小企业,要走集群化发展之路。一是要加快推进中小企业的专业化集聚。

要引导布局分散的中小企业逐步集中到统一规划的产业区内,改善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促进企业共享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生产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要加强现有企业间的内部联系,鼓励更多的小企业从事零部件专

业化分工的生产,使在生产链上能独立出来的生产环节尽可能实现专业化分工,从而不断扩大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引导

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 

3.培育专业市场,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在浙江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专业市场是重要的推动力量,没有专业市场,单个企业自产自销是不经济的。专业市场作为一

种共享式的销售网络,为广大没有能力建立自身销售网络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交易平台,带来了明显的销售(流通)上的规

模效应,大量规模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市场与专业化产业区的良性互动发展,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产业规模

和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 

这些年来,江西全省上下逐渐认识到了商业流通领域的重要性,从洪城大市场开始,陆续建成了南昌—深圳农产品市场、农机

配件市场、景德镇陶瓷市场、国际汽车城等专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经济,也使一部分中小企业有了生存的土壤。但由于

大多数专业市场背后缺少产业基础,专业市场与产业的关联度太低,进而导致了江西的专业市场无论是市场的数量还是市场成交

额等指标,与浙江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新余更是如此。要在新余建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专业市场、形成专业化产业区与

专业市场良性互动发展的格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新余主要应在加强专业市场建设和强化专业市场与产业的配套两方面

下功夫。一方面在传统特色产业区,要加强专业市场建设。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建设改造市场,完善市场功能,为产业

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空间。专业市场要形成竞争优势必须要有良好的产业的配套,因此,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初具规模的专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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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快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不断强化专业市场的产业的配套。要通过专业化产业区的建设加快产业聚集,促进产业发展,为专业

市场提供的大规模、多品种和低价格的商品供给,实现专业市场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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