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鲶鱼效应:浙江国企崛起的秘密 

浙江国有企业数量占全国国有企业比重的 1.81%,列居全国倒数第一。数量虽少但经济总量却很大:2005 年浙江省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实现净利润 122.6 亿元,居全国第二位;销售利润率 6.4%,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 253.2 亿元,居全国第三位;所

有者权益、年末国有资产总量、销售收入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四位;净资产 3013.6 亿元,居全国第五位;资产总额 8214.2 亿元,

同比增长 21.86%,居全国第六位。以倒数第一的数量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浙江国企雄起的秘密何在呢?这对于全国各地正在深入

进行的国企改革,提供了什么样的借鉴呢? 

傅白水/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民营企业的共同竞争中,浙江的国有企业不断激活了内部经营机制,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全省国有企业

虽然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在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升。2006 年有 9家省属企业进入了中国企业 500 强,占省属国有企业总数 1/3 强,

比 2003 年增加 3 家。一批企业集团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经营活动,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过去全省财政收入来自国有

经济的占 75%,如今浙江民营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到了 73%。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使政府有更多的财

力去扶持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浙江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鲜明特色和整体格局,已形成“小

河有水大河满”的独特经济现象。 

(二)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 

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浙江国企近年来纷纷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4 年,浙江省委、省政

府就提出省属国有企业三年改革目标,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在突出位置,按照“宜强则强、宜留则留、宜退则退”的原则,坚

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对国企进行改革取得较大成就。 

改革前,省属企业本级大都为国有独资企业,在推进集团公司本级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同时,继续加大力度推进所属子公司的

投资主体多元化。省属企业三级以上子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的户数呈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 年底三级以上子企业产权多元

化的为 291 户,到 2005 年底为 448 户,占总户数的 47.31%。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进一步推进,企业管理进一步加强,管理层次初

步得到压缩,经营管理效率有所提高,监督约束体系逐步建立。如“浙江物产”,原先是计划色彩浓厚的物资流通部门,一段时间

以来,其下属的企业频频携手国内外大型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物产金属集团公司通过参股、合作,引进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作为

战略投资者,与上游生产商、供应商建立战略联盟;物产国贸公司与世界著名的钢铁生产销售和冶金设备制造商“奥钢联”联手

成立合资企业,不但达成了上万吨的铁合金出口合同及意向,还进入了跨国企业的国际销售网络。目前,“浙江物产”已是资产总

额超百亿的国有大型流通企业,年经营规模达到 342 亿元,列全国同行第一。“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拓展了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的空

间。”浙江物产集团公司总经理孟伟林说,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大环境下逼出来的战略。 

而另一家大型国企浙江三狮集团,眼光瞄准的也是民营资本和外资。早在 2001 年,公司开始建设省内首条日产 2500 吨新型

干法窑外分解水泥生产线时,就导入了集体与个人资本。2003 年奠基的两条 5500 吨生产线项目,也是由三狮集团控股与民营企业

及外资共同投资的。董事长姚季鑫说,在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众多生产线中,既有产业资本,也有金融资本;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

营资本;既有国有企业的股份,也有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股份。但有一条始终不变:三狮集团在其中占有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地位,

承担着多元资产的“授权经营”。目前集团公司是全资国有企业,负责国有授权经营资产的保值增值,用下属的子公司与民资、外

资“混编”。国有主干,民营枝茂,共同快速发展。 

(三)千亿国资航母计划:迅速集聚国企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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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3—5 年努力,在省属企业中,培育一家资产规模上千亿、若干家上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资产向大企业集团的战

略集中。”这是浙江国资委向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与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情况》的文件中,关于“十一五”时期

的主要思路的论述。 

此前的第一步是,从 2005 年 7 月开始,浙江省委、省政府派出了 7 个改革工作指导组,进驻全面推进改革的杭钢、物产等 18

个省属企业集团。在召开的浙江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省长吕祖善在“十一五规划报告”中强调,“要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大企业大集团,积极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大力发展成套设备等装备制造业”。 

以市场化的手段为主,政府主要做的是推一把、助一把。通过重组、增加资本投入、引进战略投资者、吸收民营资本进入等

方式做大做强。在“十一五主要思路和 2006 年的工作重点”工作报告中,浙江省国资委强调,“2006 年将开展省属国有企业资本

收缴试点,试编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编年度国有资本收支预算,组建综合类资产经营公司,为浙江国企改革提供新平

台”。 

为此,浙江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健领域集聚,结合浙江实际,提出并积极推进构建能源、交通、现代商贸物流、

中高端化工、优特钢铁、建筑业等 6大优势产业板块,从而提高了国有资产的集中度和有效性,优化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进一

步增强了省属企业的带动力和控制力。同时坚持“企业主体、市场主导、企业自愿、政府推动”的原则,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

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要求,以资本为纽带,以打造“双千工程”为抓手,通过资产重组、联合、并购等市场化手段,在优势行业

和重点发展领域中择优培育一批对全省经济具有明显示范和带动作用的省属国有大型龙头企业。浙江希望通过几年努力,培育出

2～3 家资产规模或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的国有大型龙头企业,还要培育 3～4 家资产规模或销售收入超五百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集

团和若干家超百亿元的国有大企业群。 

(四)浙江国企改革壮大的样本意义 

浙江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功无疑给我国国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和独特的思路与借鉴。 

对于民资大省浙江来说,很多人看不懂这一条,民营经济唱主角,国有企业却越来越壮大。“其实在浙江,民营经济并不是一枝

独秀。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激活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浙江的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已经是共存共荣了。”浙江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

所长卓勇良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功首先获益的是浙江民营企业。而这对浙江经济来说具有实质性意义。 

浙江经济首先是“民本”的,但同时又是“多元”的。到 2005 年底,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达 70%以

上,非公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连续 8年位居全国第一。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产权制

度改革愈加活跃,使得浙江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这时候,确实有不少人感到迷惘:这样下去,

浙江会不会变成非公经济的天下?然而,新世纪后的实践证明,浙江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 20%左右时开始相对稳定下来,

并没有再出现大幅的下降。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 年底,浙江国有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比重为 1.81%,列居全国倒数

第一。数量虽少但经济总量却很大:浙江国企的资产总量位居全国第五,净资产、国有资产总值和营业收入位列全国第四,这一小

一大,不得不令人叹服。 

不仅如此,浙江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工业各行业企业中的比重也比较合理。在浙江,纺织、食品、家具、文体用品、塑料制

品等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几乎完全退出;在医药化工、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国有企

业所占比重维持在 10%-15%之间;而在石油、钢铁、电力、自来水等重要基础工业及公共产品领域,浙江仍然是国有经济占支配地

位,而且有加快向关键行业、重点地区和大企业集中的趋势。 

浙江率先建立的这种市场经济机制和形成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的市场主体格局,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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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