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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浙江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思路与途径 

金玲琴     叶海勇      方聪聪 

（1.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2.浙江中医药大学，浙

江 杭州 310053） 

【摘 要】浙江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迅速发展 ，在如今全球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的新形势下 ，如何全面

提高开放型经济 水平 ，突破经济增长“瓶颈”，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阐述浙江开放型经济现状问题的基

础上，分析制约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的具体因素，并根据省委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提高浙江开放型经济水

平的思路，提出可行的途径。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 ；浙江 ；途径 

浙江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迅速发展，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331 元 增加到 2007 年 的 37411 元 ，年 均增长 

12.1%，是全国各省市区中增长最快的。 2008 年浙江进入工业化发达期以来，省内物质资源难以维持较为粗放的经济增长，全

球经济衰退的冲击，迫切需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突破经济增长“瓶颈”，这决定着浙江经济未来的发展。 

1 浙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状 

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国际化的经济。 我国学者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是一国经济的全面开放，表现为“国内经济与国际互接互补”，充分运用市场规律， 形成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较强

的自主创新与自我发展能力
①
。 浙江开放型经济主要表现为： 

1）外贸顺差增速逐 渐减缓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速 ，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机会。浙江省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对

地区生产总值增加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符合浙江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本质
②
。浙江注重增加关键能源、原材料、技术的进口

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逐步减少传统的纺织、服装出口。 2004 年以来，浙江以全国 1/2 的投资增速，形成了略快于全国的

经济增长速度，且并未较大程度地影响发展后劲
③
。 

2）利用外资质量有所提高 ，但未有根本性突破 。 利用外资领域逐渐拓展，开始涉及农业、服务业。但本土企业想从招

商引资中获得国外企业真正的核心技术十分困难，先进管理经验的实施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想依靠单纯的“引进来”内化提

升自身水平的难度较大。 

3）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
④
。 浙江在商品输出 上稳步快速发展，近年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提高，但

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部分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开始主动参与境外投资，却由于缺乏人才、管理

和服务支持，使资本输出风险增加，导致许多企业放弃了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 

2 浙江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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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开放型经济环境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发生了新变化、 新形势，不仅有全球经济衰退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

还有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瓶颈”，“不进则退”的现实。 

1）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全球 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贸需求减少，直接导致一大批外贸

型的中小企业破产。这同时也蕴含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从而

牢牢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2） 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遭遇经济增长“瓶颈 ”，面临 “不进则退 ”，“想进也难 ”的特殊时期 。 

企业长期以来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难以维系，但浙江的广大草根企业家对不熟悉的技术创新开发存在疑虑，限制了

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 

3）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境外投资有待发展。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多次遭遇来自美国、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在浙江民营

企业境外投资发展的新潮流中，由于企业缺乏对境外投资的风险认识，政府部门较落后的管理职能，都限制了企业的海外发展。 

3 制约浙江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高的因素 

浙江开放型经济仍存在思想观念、技术创新能力、体制和环境方面的限制因素，影响了浙江经济开放型水平的全面提高。 

1）部 分 地方政府 、企业家的对外开放理念认识不足。部分地方政府不知道如何对企业进行扶持，也有政府担心本土资

源、资金外流而不愿企业“走出去”。 浙江草根企业家的文化水平不高，对企业“走出去”存在顾虑，不愿冒风险改变。 

2）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创新投入的 研发资金大 ，时间周期长，且我国缺少专业人才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技术成果很容易被“山寨”，严重制约了浙江企业的技术研发创新热情，限制了浙江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提高。 

3）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破除，城市间的产业布局分散 ，且层次较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

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不足，并成为制约浙江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⑤
。 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产业要素

难以集聚，布局分散，层次较低，进一步限制了浙江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升，阻碍了开放型经济发展。 

4） 国内投资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境外投资缺乏成熟的运行条件。由于国内法制法规的不完善，使企业发展缺乏公平的

竞争环境。老一代企业家对开拓新市场的过多顾虑，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更大的风险，和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缺乏

体现了不成熟的境外投资运行条件。 

5）政府管理效率不高，行政职能设置不合理。政府制定的相关手续、程序较为繁琐，企业来不及对市场作出快速的反应。

政府缺少对境外投资国经济环境信息的平台设置，限制了企业“走出去”。 

4 浙江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思路与途径 

浙江省委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构筑“主动有为、层次多样、内外联动、布局合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要求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推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1）更新 开放理念 ，发扬浙江精神 ：树立新的开放理念 ，深刻认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市场不仅包括国际市场，

还应包括国内市场，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动中西部、东北部经济增长。 发扬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开放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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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浙江精神，为实现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的思想基础。 

2）民营企业贯彻落 实创新驱动战略 ：必须以“创新”实现发展 ，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除了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外，还要大力促进贸易服务业、文化产业（如动漫文化）、中医药事业等新领域的投资发展。 

3）打破城乡二元化 ，促进浙江城市圈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完善农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从而扩大国内市场；加强城市

间联系，集中资源要素，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4）完善平台建设 ，建立安全、高效的投资环境：与上海合作扩大洋山保税港区，推进宁波一舟山港一体化，大力发展海

洋经济；完善对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⑥
。 落实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反对恶性竞争，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5）转 变 政府职能 ，创新管理模式 ：如组织企业参加国外招商团组的投资说明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资金支持，保障

境外企业人员的安全和利益，简化审批程序
⑦
等，为提高浙江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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