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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制度变迁
———以江、浙两省为例

王志凯
(浙江大学 经济研究所 ,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 ] 发端于苏南和浙东南的民营经济 (非国有经济) 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

济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区域制度变迁和产业群落的成长 ,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

市化。无论是在“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初中期发展阶段 ,还是在“专业市场与产业协作”的快速发

展阶段 ,是在“企业对市场的正替代”的提高发展阶段 ,还是在今天中国“民营化机制普遍推开”的全面创

新发展阶段 ,都处处体现了这一积极的动态发展特征。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区域制度变迁就是在这样

的不断创新中向前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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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vate Sector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

Case Studies in Zhejiang and Jiangsu
WAN G Zhi2kai

( I nst i t ute of Economics , Zhej i an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7 , Chi na)

Abstract : Emerging and booming in the rural part s of Sout h Jiangsu and Sout heast Zhejiang ,

p rivate economy has been t 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market develop ment . Private sector

p ushes forward China’s instit utional t ransition and stimulates t he growth of indust rial clusters on

t he regional level . It facilitates t he p rocess of indust 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growt h and

develop ment of p rivate economy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an innovation of integrating indust rial

and corporation st ruct ures , p roduct compo sition , and market st ruct ures in order to see t hem well

matched wit h each other . This paper explores t he develop ment of t he p rivate economy and how it

stimulates China’s instit utional t ransition wit h it s mechanism of privatization , f rom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ver more t han two decades. The author interp ret s the develop ment of

p rivate economy into four stages in accordance wit h it s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first stage is the

description of t he initial develop ment p hase of p rivate economy over 1978 —1992 : ″Wenzhou

Model″and ″Sout h J iangsu Model″, wit h p ure p rivate ownership s for p rivate sector develop ment

in t he form of family firms in t he villages , as well as with (non2state owned) township and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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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 rises ( TV Es) . The second stage is t he description of the rapid develop ment stage over

1993 —1997 : specific market s and indust rial division/ collaborations. The third stage is the

p romotional stage of p rivate sector develop ment over 1998 —2003 : positive replacement of

enterp rises. During t his period , non2p ublic economic develop ment has stepped into a new

charming season of develop ment in t he whole nation. Some p rivate enterp rises are growing into

larger sized ones. They are relatively st rong in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finally lead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 he st ruct ure and indust rial organization for the p rivate sector . The fourt h stage

is t he comp rehensive innovation p hase f rom 2003 up to now : the universal exten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 rivatization mechanism. In general , facing t 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 p rivate enterp rises themselves are continuously seeking to increase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s , to build ent rep reneurship and business culture ,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elevate t 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t he domestic market as well as

t he international market .

Key words : privatization ; instit utional t ransition ; indust rial clusters ; evolution

今天 ,民营经济 ①已经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主体 ,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这一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持。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和江苏

两省在 20 世纪民营经济发展初期 ,就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差异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苏南模

式”的乡镇企业和“温州模式”的个私经济竞争 ,并出现模式的争论 ,但两者无疑都对中国转型经济

中区域制度变迁和产业集群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今 ,江苏和浙江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开始殊途同归。基于这样客观的发展事实 ,本文拟对民营经济

的发展演进进行梳理 ,即通过观察比较江苏、浙江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制度变迁的四个阶

段的路径 ,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制度变迁的创新规律。

一、初中期发展阶段 :竞争中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 ,民营经济在中国开始从无到有地发展。在

1978 —1982 年的改革初期 ,当时人们还处在对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长途贩运“是否资本主

义”进行争论的阶段 ,因而其时代表非公有制经济的个私经济是在被认定为非法前提的制度环境中

起步的 ,民营经济在全国各地的风险性制度环境中的发展都很有限。但自 1982 年至 1986 年 ,中央

连续 5 年以 5 个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和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 ,农村个体经营户开始增加 ,私

营个体经济逐步壮大。从 1982 年到 1986 年再到 1992 年 ,民营个私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齐头并

进 ,出现了影响全国的“苏南模式”乡镇工业和浙南“温州模式”个私经济。

(一)“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互有千秋

在浙南的温州 ,当时以农村家庭工业为特点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 ,使得温州经济飞速发

展。到 1985 年 4 月 ,温州家庭工业已达 13. 3 万户 ,大批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

“万元户”。费孝通把温州模式经济发展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1 ] ,这其实是对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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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和商品流通方式的最形象直观的定义 ,是对依托专业市场的千家万户家庭工业推进农村

工业化的高度概括[2 ]7 。“小商品、大市场”的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

商品 ,低档日用消费品是小商品的主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城市和乡村存在对低档日用消费

品的巨大需求 ,这是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有利市场。因而 ,这一阶段温州以至浙江产业群落形

成过程 ,实际就是各地出现的同类产业的区域集中布局 ,这种产业区域集中布局在空间上的分布表

现为十分明显的地域专业化特征 ,且在产业群落形成的初期主要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

扩散。这就是以温州模式为主的浙江现象在家庭工业的带动下 ,产业群落由一村一户到一村一片

的扩散 ,最终创造了影响全国的浙江块状经济。

其时江苏以“苏南模式”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迅猛 ,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发展模式的

示范效应 ,各地纷纷移植“苏南模式”发展乡镇集体企业 ,而且还带动了民营个体经济活力强劲的浙

北杭嘉湖地区也走上了乡镇集体经济之路。这一时期的苏北却出于难于移植“苏南模式”的乡镇集

体经济 ,探索实践了“四个轮子一起转”的“耿车模式”,其中的一个轮子是指私营经济 ,但该模式没

有形成气候。后来苏北某市又提出在农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这在当时是可以走出“苏南模式”

路径依赖的另一种与“温州模式”异曲同工的乡村经济体制外诱致性制度变迁 ①[ 3 ] ,但由于“苏南模

式”的乡镇集体经济在江苏领导心目中一贯的地位 ,结果苏北这一当初可能走出“苏南模式”路径依

赖的制度创造只能在上层的冷对甚至干预下泯没。这使得其时的苏北丧失了抓住获取民营经济发

展的制度先发优势之良机。

(二)两个模式之各自产业集群的不同形成路径

在这一阶段 ,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以至“浙江现象”和“苏南模式”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

创新 ,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功经验模式。所不同的是 ,这一时期“苏南模式”得到政府的

引导和支持 ,并在全国范围内被学习和效仿 ;而“温州模式”则由于受到政治约束 ,虽然在温州和台

州等浙南地区不断壮大和扩展 ,但并未形成大范围推开之势。然而 ,在这一时期 ,不论是“温州模

式”的浙江民营经济 ,还是“苏南模式”的乡镇集体企业 ,抑或是珠江三角洲经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都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参与了世界经济的分工 ,为我国的地方工业化和

农村城市化奠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由于初始区位条件的不同和区域环境的差异 ,浙南在

缺乏资源和大中城市工业辐射的情况下 ,在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中 ,选择了通过发展家庭工业和专

业化市场的集群化模式来发展市场进入门槛低的“小商品”。相反 ,在改革初期 ,苏南的乡镇企业已

有一定规模 ,集体积累也较多 ,因而延续原来的路径 ,选择了市场进入门槛相对较高的行业。总之 ,

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工业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的辐射 ,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而当时的短缺经济 ,加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围绕经济建设的信用扩张 ,对苏南工业化的发

展也起了推动作用。由此 ,在苏南和浙南就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温州、台州乃至

整个浙江的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 ,如劳动密集型的文具、纺织、

服装、袜子、食品、五金标牌、塑料、普通机械制造等行业 ,还有第三产业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社

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苏南则发展了一些集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于一体的产业 ,以及一些技

术密集型的产业 ,包括建材、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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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祥荣教授曾对渐进改革的制度变迁方式作过专门研究 ,并比较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准需求诱致型的地

方自发制度变迁方式和体制外需求诱致型的民间自发制度变迁方式的异同。参见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与渐进

转换的改革道路》,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第 138 —145 页。从金祥荣教授的研究中我们可

以认识到 :当初苏北移植“苏南模式”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 ,而苏北其时试图发展“庭院经济”则是一种准需求诱致型或

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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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发展阶段特征比较

“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

发端地
浙江省的东南一隅 ,以温州为代表 ,扩展包括台

州、金华。

江苏南部 ,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主 ,扩展包括镇

江、扬州的一部分。

地方资源

禀赋

传统上是落后闭塞的区域 ,多山地少农田 ,农业

的原始积累很少 ,工商业更无基础。

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 ,地肥水美、商贾云集 ,农业

的原始积累好 ,工商业有一定基础。

政治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 ,发展

受到诸多的政治约束 ;但自进入 21 世纪 ,其发

展受到保护和广泛的鼓励。

自发展的初期就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鼓励

和保护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

和发展。

区位条件

处于浙江省的边缘地带 ,过去交通条件很差 ,与

区域中心城市 ———上海相距甚远 ;且闭塞孤立

于浙江的其他地区之外 ,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和

带动。

区位条件优越 ,界于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和区域

副中心城市南京之间 ;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公路

纵贯苏州、无锡、常州 ,受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特

别强烈。

历史上的

积淀

历史上得到国家和浙江省的投资很少 ,相应地

受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也少一些 ,故改革开放

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受的制约相对较少。

历史上就受到上海工业的辐射 ,计划经济时代来

自国家和省的投资及项目都比较多 ,国家集体所

有制经济结构色彩浓厚 ,私有经济较弱。

发展特征

建立在家庭工厂的基础之上 ,是一种私有制经

济结构 ,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劳动密集型的

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 ,包括第三产业的商

业、餐饮、交通运输 ,社会服务业等。

建立在社队集体企业之上 ,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

结构 ,集体经济产权不是很明晰。发展了一些集劳

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

产业 ,包括建材、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等。

二、快速发展阶段 :专业市场与产业协作

1993 年 11 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东南沿海一带市场经济

的先行区乘着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东风 ,加大市场建设力度 ,民营经济依托发达的专业市场体系进行

产业集聚 ,很快进入迅速扩张的发展时期。而其时的江浙两省由于市场功能上的差异 ,直接导致了

各自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差距。

(一)浙江以超前的市场建设占尽了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先机

浙江在温州和台州等地以家庭工业起家的个体私营经济 ,由于和市场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而在

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 ,以市场建设的绝对优势在全国占据了制度

梯度的先机。而围绕全省大大小小的诸多专业市场、小商品市场 ,则是家庭工业的一村一户到一户

带一片 ,再到一村一品和一镇一品的专业化生产的产业群落集聚的空间基地。这些村镇个私民营

经济推动的浙江经济市场化 ,对于浙江省经济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都起到

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其直接的效果体现在这一时期浙江全省专业市场的成熟和产业协作的加强

上。专业市场结合产业协作 ,带来民营经济机制在浙江全省的推开 ,带来对浙东北乡镇集体企业的

民营化改造 ,造就了以民营经济为特征的充满竞争力量的浙江现象。

浙江民营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小商品、大市场”,其内容则是专业市场与产业协作。这样

的经济现象和内容决定了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多品种、成批量 ,与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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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密切相关的轻纺、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食品、造纸、印刷、木材加工和家具

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成长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充分演绎了市场发展与企业成长的同步性 ,实

践了专业市场与产业协作的互动发展。专业市场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特色产业集聚区的所谓

块状经济 ,这是区际分工的内容 ;而专业市场促进产业分工协作的深化 ,则是专业市场强化区域内

部分工的内容。对于区域内部的生产体系而言 ,专业市场可以显著促进产业垂直分工上的生产规

模的扩大。一般农村家庭工业要实现规模扩大 ,首先必须是使家庭工业更加专业化 ,分工更加细

化 ,而专业市场的发展可以为更明细更专业化的分工提供低交易成本的平台。本来 ,按照产业组织

理论 ,分工既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但同时也会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而分工程度的均衡必然是

边际交易成本的上升抵消边际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时点。这是科斯在其经典的《企业的性质》[4 ] 和

《社会成本问题》[ 5 ]两文中详细推敲和论述的内容 ,他的理论是对专业市场和产业分工协作发展及

演进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 ,专业市场的集中交易相比于每个家庭工业的各自行商 ,大大降低了中

间交易成本 ,提高了产业分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二)江苏直追浙江的市场建设 ,但市场功能的机制效应远逊浙江

虽然江苏市场建设总体来说落后于浙江 ,内部又呈苏南、苏中、苏北的发展梯度差距 ,但党的十

四大确立中国市场改革目标以来 ,各地建设力度明显加大。从苏南到苏中 ,再到苏北 ,新建市场和

扩建市场齐头并进。从 1993 年到 1997 年 ,全省商品市场 (又称专业市场 ,如生产资料市场、农副产

品市场、工业消费品市场、消费品综合市场)迅猛发展 ,生产要素市场 (如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金

融市场、人才市场、劳动市场、拍卖市场)也稳步增加 ,全省市场体系规模扩大 ,各地基本形成了综合

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相结合、城区工业品市场与乡镇农副产品市场相协调

以及生产资料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渐次发展且与本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场格局。并且 ,江苏还

出现了一批有影响、有规模 ,辐射区域遍及全国的大型骨干市场 ,如苏州渭塘珍珠市场、常州凌家塘

农副产品市场、常熟服装城等。这些市场形成了较强的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 ,加强了江苏省内区域

市场和全国大市场的连接 ,促进了江苏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对接 ,从而成为江苏除乡镇企业和外

向型经济之外引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为江苏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①。

这一时期 ,江苏在市场建设上补了学习浙江的一课。在补课型的市场建设中出现的诸如“市场

布点增加快 ,但规模和集中度不够”,“商品市场发展快 ,但要素市场发展不足”,“偏重地方利益和需

要 ,忽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整合”,“强调有形市场建设 ,忽视了市场功能的发挥”等问题 ,是市

场发展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和人们在特定时期对市场建设及市场发展的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和

局限有关。全国各地在市场建设中都会遇到此类大致相同的问题 ,浙江在市场建设和发展的初期

也是不能完全回避的。但江苏各地与浙江相比 ,在市场功能的发挥上显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市场

建设与市场功能发挥的匹配上与浙江的差距则更明显。

(三)江、浙两省市场建设的差距关键在于市场与产业的对接

市场在搞活流通、满足消费、减轻劳动就业压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方面有直接的作用

和功效 ,但市场在合理配置具体资源 ,引导生产要素流动 ,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

作用和功能更为重要和根本。浙江之所以在市场建设上抓住了先机 ,而且利用各类专业市场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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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本人主持课题之报告《江苏第三产业资源优化配置研究》(1998)中有关市场建设与资源配置部分 ,此系 1997 年江苏省

科学技术计划软科学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 BR97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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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工业发展 ,推动产业群落的形成演变和块状经济的成熟 ,主要得益于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及

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也就是说浙江省的市场建设与经济发展或者说是生产发展是紧密

关联的 ,这又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市场建设在浙江省的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了

基础性作用 ,每一个市场都围绕特色资源创造自己的产业基础 ,每一个专业市场都与地方的产业集

聚和产业群落演进互为依托 ,促进和引导了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和演变。

而江苏虽然学习浙江市场建设的经验补了市场建设的一课 ,但要由市场建设的形式转向浙江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紧密连接的方式 ,却并非简单。一是江苏地方政府在市场建设上的即期目

标多倾向于“满足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抑或更倾向于“为本地市场建设的‘繁荣’

来‘扶持’市场建设”,这自然会影响和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二是这段时期 (1993 —1997)江苏开始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同时在农村依然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重点 ,而不是真正从

建设市场、发挥市场功能的战略架构出发。其时对民营企业依然普遍持一种不信任态度 ,因而造成

当时江苏的市场缺乏充满竞争活力的民营经济的产业支撑。乡镇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其实远不

如个私经济的民营企业 ,加上乡镇集体企业固有的对各类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然忽视 ,且苏南乡镇企

业日益显现出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缺点 ———效率下降、增长乏力 ,因而江苏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演

进之间的关联和匹配较差 ①。因此到 1996 年 ,苏南乡镇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幅下降到了 10 %以下 ,

其中苏州、常州两市的利润额出现了负增长。而在有着“温州模式”的浙江 ,经济活力却日益显现 ,

增势明显强于江苏 ,浙江民营经济今天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扩展制度。

三、提高发展阶段 :企业对市场的正替代

1997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结论 ,

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

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主张。次年 10 月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强调 ,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 ,

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这进一步推动和引导了民

营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变迁 ,使得民营企业向股份合作制发展 ,产权关系更加明晰 ,一批规模较大的

民营个私企业逐步改变了家族式所有和管理模式 ,向更为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化。全国范围

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春天 ,民营经济产业发展领域大大拓宽。浙江的民营企业在先

发制度效应下更是不断做大、做强 ,民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水平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

提高。

(一)企业对市场正替代 ,民营经济产业和空间组织进入优化新阶段

我们知道 ,民营经济在 1993 年至 1997 年之间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专业市场与产业协作形成的

特色产业集聚区 ———块状经济 ,其时的产业、产品结构与企业及市场结构的对接 ,是通过市场对企

业的替代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的。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

中全会以后 ,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化的产业结构升

级 ,带来与传统经济部门发展相适应的专业市场地位下降。企业通过无形市场成交的比重有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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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各界对江苏乡镇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发展多持这样的批评 ,许多像吴敬琏这样的著名经

济学家都曾经指出乡镇企业的准国有化弊端 ,呼吁苏南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吴敬琏在 2003 年 3 月 3 日接受《财金时报》采

访时谈到“改革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系问题”,又一次陈述苏南乡镇企业染上的国有企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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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 ,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纷纷从专业市场中撤出 ,建立起自身的销售组织和网络 ,出现了企

业对市场的正替代。

就科斯理论来分析 ,市场和企业是执行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机制 ,哪种机制起作

用 ,关键在于交易的成本和企业的组织成本。在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区域经济结构和产

业结构主要是传统经济部门 ,企业规模主要是中小企业 ,专业市场也是与其对应的传统市场制度。

1997 年以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基本上处于这一初级发展阶段 ,相应以温州模式的浙江现象的“民营

经济 + 专业市场”为先锋的中国民营经济也对应于传统经济部门的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以及

小企业生产规模。但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逐步确立 ,市场制度逐步成熟且开始

由传统市场制度向现代市场制度转化 ,无形市场交易和采用购销合同、远期合约的新型市场交易方

式开始普及 ,专业市场这一传统市场制度的功能必然趋于弱化。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专业市场

这种销售网络已经开始不能适应企业规模扩大对市场扩张的需要 ,这时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的销售

网络 ,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实现规模经济的生产和市场优势。

图 1 　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交易关系 ①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企业自主交易 ,还是市

场交易 ,交易费用作为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成本都

是客观存在的。所不同的是 :企业规模小的时候 ,

即民营经济的创业和成长阶段 ,企业的规模经济

效益难以承担自主销售的组织成本 ,这时最佳的

经营销售方式往往是选择利用专业市场 ,也就是

用市场的供销功能来取代企业自身的销售功能 ,

这是更为经济的方式 (见图 1) 。当企业规模随着

发展而不断扩大并达到临界规模度 Q 时 ,企业的

自主销售与利用市场销售在交易费用上是一致

的 ,之后企业继续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 ,并开始转

向自主销售 ,此时交易费用是最经济的 ,企业的规

模经济效益也才是最佳的。

再就是从产业组织理论来看[6 ]91 :不同产业部门所具有的不同的产业组织特点 ,也会导致其在

选择企业自主交易还是选择利用市场交易上的不同。一般来说 ,能源、原材料等可大批量提供产品

的集中型部门 ,虽然是适合大型企业的产业组织形式 ,但依然适合于市场交易 ,且市场交易的费用

较低 ;而在大企业寡头下的配套小企业虽然规模小 ,但它们提供小批量专用零配件生产 ,在交易中

应采用自主协作合同交易 ,而不宜采用市场交易 ,因为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设备的

专用性 ,决定了这种产业部门的产业组织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温州柳市电器产业及其配套生产的

发展和市场交易演变的过程 ,可以成为以上分析的企业 —市场替代关系的明证。

(二)柳市电器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证

同温州以至浙江所有的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的成长一样 ,柳市电器产业的发展壮大与市场也

是分不开的。从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发展所经历的“无市无场 →有市无场 →有市有场 →有场无市”的

轨迹 ,可以透视柳市电器产业发展的过程和产业组织成长的演变。“无市无场”的 1972 —1980 年是

柳市低压电器发展的初期 ,低压电器的生产和销售都未形成气候 ,也就不存在有形的专业市场。

“有市无场”的 1980 —1990 年阶段 ,柳市低压电器的生产和销售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但交易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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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线 a 表示企业运用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的关系 ,曲线 b 表示企业自主交易的交易费用和企业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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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却是无序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有序交易的场所 ,普遍存在的形式是“前店后厂”。“有市有场”的

1990 —1996 年是柳市电器产业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时期 ,这一时期使得柳市特色电器产业集聚

区的块状经济迅速做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1990 年 9 月柳市电器城的开业 ,自此全国最大的低压电

器市场就在柳市蓬勃地发展起来了。短短几年中 ,这个市场在柳市 12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集聚了一

千四百多家电器厂家 ,其产量和产值均占全国电器市场的 1/ 3 以上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近百家厂

商。“有场无市”的发生和发展始于 1996 年底 ,那时由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 ,

加以政府的引导 ,企业转向集团化规模经济 ,一些集团企业的规模足以建立自己的全国性范围的营

销网络 ,而无需通过专业市场进行销售。到 1998 年 ,电器市场的经营主体就主要是个体工商户了 ,

而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市场中仅占 10 %。

其实 ,柳市电器产业组织的集团化早在 1991 年即开始了。1991 —1992 年 ,柳市电器企业进行

了联合兼并为主的水平一体化的平面生产规模扩大 ,这种水平一体化主要是当时一些没有生产许

可证的小企业和手工作坊经过讨价还价 ,以股本入资的名义加入“正泰”和“德力西”等有国家颁发

的电器生产许可证的大企业 ,成为大企业的车间或分厂 ,使用大企业的品牌与生产许可证 ,但各企

业仍拥有独立产权。这一时期 (直到 1994 年)的企业集团化的生产规模扩大 ,仍是依赖于专业市场

的功能。

但是 ,水平一体化的以产品专业化为特征的联合兼并集团化 ,存在集团总厂与分厂、分厂与分

厂之间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的摩擦 ,增加了企业协作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针对这一情况 ,

1994 —1996 年间 ,柳市的电器产业集团开始了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集团整合 ,企业分工的专业化开

始由原来的产品生产专业化向生产、设计、服务、运输、销售等的专业化分工协作转变 ,企业销售也

从有形专业市场交易向无形的销售网络交易转变。产业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结构从水平一体化向

垂直一体化的发展转化 ,带来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组织形式向垂直一体化的现代企业发展 ,这必然

要求市场交易方式的革新和变化 ,也就是实施企业对市场的正替代。

其实 ,把市场和企业看作是相互替代的两种交易方式而执行相同的组织资源配置功能的两种

制度安排 ,这是科斯的理论。而在张五常先生看来 ,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替代市场方式 ,而是

用交易费用较低、效率更高的要素市场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有形市场 ,这是市场形态高级化的表

现[7 ]18 - 33 。张五常先生的研究已然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其中隐含了企业也是一种准市场

组织的思想。也就是说 ,企业对市场的正替代依然是一种市场的机制。

四、全面创新阶段 :民营化机制的普遍推开

2003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二部分明确指出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并强调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推动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些新的决定其实就是中央政府鼓励、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供给 ,是政府引导民营经

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由“自发秩序”扩展为一个新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秩序 ,这有利于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中国生产力

发展上的推进力量。

具体到东部沿海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先发地区 ,即应注重世界范围内经济分工和产业转移的

动态 ,抓住契机实现产业的升级 ;注重民营经济自身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提高 ;注意传统产业向中

西部地区的适时转移扩散。这是提升民营经济竞争力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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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政策和制度扩散的必经过程。

(一)民营经济迫切需要实施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

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由一种所谓的“边缘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过 ,民营经济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

突出 ,特别是在目前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背景下 ,民营经济化解产业结构矛盾的挑战和压力刻不容

缓。就全国的情况看 ,民营经济产业分布的变化有这样的特点 :一是民营经济越来越集中于第三和

第二产业 ,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90 年 ,全国私营企业的数量在第三产业中占

2812 % ,第二产业占 71. 8 % ;到了 2002 年 ,就变为第三产业占 61. 8 % ,第二产业占 35. 7 %。而且

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对 2003 年全国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来看 ,上规模民营企业也主要

集中在第二产业 (79 %) 和第三产业 (20 %) ,在第二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74 %) 和建筑业

(3 %) ,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与服务业 (9 %) 和房地产业 (4 %) 。到 2005 年 ,民营经

济的产业结构进一步集中。是年 ,上规模民营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的比重调整为 36 % - 37 % ,

第三产业则集中了 63 % - 64 % ①。民营经济的这样一种产业发展趋势可以更清楚地表现在

表 2 中 :

表 2 　中国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变动状况

年份 (年)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1990 28. 2 % 71. 8 %

2002 61. 8 % 35. 7 %

2003 (上规模民营企业) 20 % 79 %

2005 (上规模民营企业) 63 % - 64 % 36 % - 37 %

由于第三产业和轻工制造业中许多竞争性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 ,造成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

的过度涌入 ,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虽然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

后肯定是必要的 ,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则会使本来就弱小的民营经济遭受致命打击。所以 ,对于一

些处于竞争性产业中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 ,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再选择的客观要求。此外 ,第二产

业中有许多民营企业是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落后企业。尽管民营企业在第二产业上的相

对比重在不断降低 ,但绝对量并未减少。不可否认 ,处于第二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低效率

的落后产业 ,这些企业显然同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相符合 ,调整压力越来越大。

事实上 ,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民营经济

在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并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第二产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化工、纺织印染以

及各种轻加工工业的主体。但在这些产业中 ,许多民营企业由于高耗能、高污染和较低的附加值 ,

已经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发展这些高耗、低效和高污染产业与科学

发展观是完全相悖的 ,也不符合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因

此 ,这类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二)民营经济的创新与长三角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浙江、江苏和上海这一长三角地区已经初具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规模态势 ,是未来我国产业和

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这一地区的两省一市肩负着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品牌的竞争与合作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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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排头兵。在这样的情况下 ,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

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构建新型产业体系 ,率先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就成为浙江省和江苏省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的

一个重点。

自然 ,占整个浙江经济 60 %以上的民营经济 ,其充满活力的产业发展、组织创新和技术进步 ,

是长三角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创新源泉。目前 ,浙江民营企业正积极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和

挑战 ,努力抓住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机会 ,结合地方产业发展规划 ,改造提升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有选择地参与开拓濒临港口的重化产业。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开始主动结合全

省产业规划 ,有重点、有选择地重点培育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五大标志性产业集

群 ,大力扶持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

备、食品加工制造六大成长性产业集群 ,联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农业 ,构建新型产业体系。江苏民

营企业也开始围绕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尤其是信息技术 ,提高设计、制造、装备和管理水

平 ,引导传统产业向深加工、精加工、高附加值和低消耗方向发展 ,力图保持江苏制造业的领先地

位 ,贡献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合作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

江浙一带民营经济的集群化发展因众多关联企业同在一地 ,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十分明

显。企业数量的集聚扎堆带来产品集聚及产生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的外部性带来信息、人才、技

术的竞争交流集聚的加快 ,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步伐大大加快。首先是民营企业自身主动进行经

营和组织的创新 ,培育企业主的创新意识 ;其次是营造企业创新文化氛围 ,提升员工素质。即使

是那些纯粹的家族企业 ,也多采取企业主与经理层之间委托代理的经营管理机制 ,尽可能创造

科学、民主的决策环境 ,加大企业创新技术的资金和人才供给。可以说 ,近二十年的轻工业化阶

段 ,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基本填补了市场空白 ,现在 ,浙江、江苏一带一大批民营企业正越来越多

地介入重工业领域 ,诸如汽车制造和汽车零配件领域、纺织机械、电器设备等。新兴工业化道路

已经在长三角铺开。

(三)民营经济产业空间优化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民营化机制在全国的普遍推开需要落实于产业空间之上。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区域空间结构

调整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跨省区乃至跨大经济区域的调整。跨大区调整的真正原因是 ,目

前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 ,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土地、能源、原材料及劳动力等

要素资源的巨大约束 ,而这些约束在本地区似乎是难以解决的 (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情况更为突

出) 。因此 ,企业进行跨区域结构调整 ,到那些要素约束较小的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已经变得越来越

重要。事实上 ,近些年中国大量来自东南沿海省区的民营经济已经落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他们一

方面找到了自己新的发展空间 ,缓解了要素约束的压力 ,同时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

献。民营经济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个方面是省区、县域乃至村镇范围的区域调

整和区域整合 ,即所谓的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的整合。以浙江为例 ,这些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在省内

的区域调整非常明显。截至 2003 年 ,浙江省在各类规模以上商品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块状经济聚集

了巨大的资源 ,有力地推动了各类民营企业集群式共同发展。目前浙江省十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

达 135 个 ,带动了千万个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成长 ,推进了浙江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江苏和浙

江两省之间的民营经济合作、整合与互动的共同发展 ,实现了制度优势和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优

势的生产要素强强联合之最佳配置 ,使得民营经济更好地服务于统筹区域、城乡发展 ,能够在更大

范围内推进中国区域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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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由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6 年 12 月 8 - 10 日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瑞典等国家的近

八十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从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模式创新 ,区际贸易、要素流动与区

域经济一体化 ,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开放经济三个方面展开研讨 ,并就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市场势力”的测

度与构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方式的选择、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结构与出

口福利的影响、产业组织与对外贸易绩效、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内外部环境变化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

报告与讨论 ,以“分析和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的运行机理及其经济效应”为目的 ,不仅具有重大的

理论价值 ,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相当的可操作性。本次研讨会加深了对区域开放与发展的认识和理

解 ,增进了交流与合作 ,是一次富有成果、圆满而成功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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