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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粤三省民营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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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浙、闽、粤三省民营经济发展特点、区域差异以及各项工业发展指标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认为推动地方民营
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尊重民营经济主体创业发展的首创精神，营造宽松氛围激活民间投资，注重提高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服务水平。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规划要致力发展规模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鼓励民营经济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质量水平；在依托现有产业的基础上培养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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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是根据当地资源特点发展起来的市
场经济产物，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猛，

非公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２０１３年达
到７０％以上。民营经济从萌芽起步到发展壮大，再
到快速提升，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

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各地技术特点与

资源条件不一样，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区

域差异性发展特征，为总结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经

验，本文以浙、闽、粤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例，对

区域民营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问题以及破题解难经

验等进行总结分析，以获得对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

进一步理解和准确把握。

　　一　浙、闽、粤省域民营经济发展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浙闽粤三个省份的民营经济都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数量均呈现较大幅度

增长，其数量总和占据着国内民营经济总数的半壁

江山。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东部浙、闽、粤一些发达

地区的民营经济贡献了当地７０％的ＧＤＰ、８０％的税
收，提供了８５％以上的社会就业，已成为支撑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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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特点

浙江是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改革开放３０多年
来，浙江民营经济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浙江国民生产
总值从１２３．７２亿元人民币增长到３７５６８．４９亿元人
民币，翻了 ３０３倍，其中，民营经济起到了关键作
用。浙江民营企业数量多、发展早、区域分布广泛，

至２０１３年底，浙江全省私营企业 ７５万家，雇工
９５９．１万人。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民营经济增加值按现
价计算年均增长１８．２％，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年均
增长２６．４％，大大快于按现价计算的 ＧＤＰ年均增
长１８％的速度。２０１３年，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
２２６１２亿元人民币，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６３．８％，其中：
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５８％；个私经济实
现税收收入３４６５亿元人民币，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３
倍，年均增长１８．５％，占总税收的比重为４５．３％。
２０１３年，个私经济从业人员达１５７１．７万人，占全省
从业人员的４２．４％。全省民间投资１２３０８亿元人
民币，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５１．
６％提高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９％；民营企业出口比重为
６７．０％，比１９９７年提高６０．４个百分点。在“２０１４
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评选中，浙江以１３８席领跑
国内。２０１３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２２１１１
亿元人民币，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６３．８％，其中个体私
营经 济 增 加 值 ２０１０７亿 元 人 民 币，占 ＧＤＰ
的５８％［１］。

简单地看，浙江民营经济的“小商品”“低成

本”“大市场”“区域化”“专业化”等特点明显，将小

商品做成大市场，中小企业数量多，企业集群互动

性高，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

场”，企业品牌优势相对明显。

（二）福建民营经济发展特点

从各经济成分的发展比较看，民营经济也是福

建的一大优势，２０１３年福建民营经济占其经济总量
的比重达６７．２％。进入新世纪后，福建省个体私营
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民营经济产业层次

不断提高，涉足的产业领域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

产品结构从低档次、松散型逐步向系列化、集群化

和品牌塑造方向转变，已初步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

济为主体的纺织、服装、鞋业、工艺陶瓷、电子电机

等产业集群。２０１３年福建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１１６４０亿元人民币，增长１２．４％，占全省 ＧＤＰ比重
达６６．５％，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实现增加值４７４０．６４

亿元人民币，增长 １８．８％，占其规模以上工业
６２．８％，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３．２个百分点。

福建民营经济特点是近年注重“抓龙头”“铸

链条”“建集群”的政策主导意识明显增强，企业充

分利用海西经济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注重大项

目、发展大产业、打造大基地。譬如，长乐民企龙头

恒申集团与荷兰皇家帝斯曼公司合作，引进世界领

先的己内酰胺技术，投资４００亿元人民币建设年产
１００万吨己内酰胺项目，打造全球最大的锦纶丝原
料生产基地；上杭蛟洋循环经济园区初建成投产的

紫金铜业年产 ２０万吨铜冶炼项目，实现废水、废
渣、废气循环利用。经过数年的努力与坚持，福建

民营经济的后发优势明显。

（三）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特点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民营经
济就一直走在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前列，呈现快速

迅猛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

升，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２０１３年民营经济实现利润１３５９．９２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增长３４．５％，创造就业岗位达２０１５．０２
万人，占其总从业人员数的３６．９％。其中：私营企
业吸纳从业人员 ８６１．９１万人，个体工商户吸收
８６２．３７万人，各占１５．８％。２０１３年，广东民营经济
完成增加值３２０５８．７６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８．８％，增速比上年下降 ０．３个百分点，但比全省
ＧＤＰ增速高０．３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５２．６％，拉动全省经济增长 ４．５个百分点。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实现利
润和税金分别为１２１５．９４亿元和６０８．３８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４２．１％和２１．６％，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和税金的４３．８％和３４．６％，比上年同期提
高５．２个和２．８个百分点，分别拉动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和税金增长１６．３％和６．９％。

广东民营经济发展特点是起步早、发展快，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就涌现了一批全国乃至国际知名
的大型龙头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相对健全，公司治

理结构日趋完善，从而成为广东工业经济发展的生

力军。据当地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２０１３年经政府
各级科技部门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达７３１６户，半
数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民营经济。在２００５年获
专利金奖的１０个单位中，民营经济占一半，获专利
优秀奖和知识产权优秀奖的９０个企业中，民营企
业占七成。在全省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中，民营科技企业数占８０％以上［２］。

９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１０３期）

　　二　省域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浙、闽、粤三个省同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同处

东南沿海，拥有绵长广阔的海岸线，分别紧邻台湾、

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有便捷的对

外经济条件。改革开放后三地民营经济总量方面

都在快速发展，但由于各自的区域条件、技术专长

等不完全一样，民营经济在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与

态势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

（一）企业发展方面

浙江私营企业数量在２００３年以前与广东相差
不大，但２００４之后被广东拉开差距，之后年均增速
在１８．９左右。相对于浙、粤，福建民营企业发展数
量方面落后于其他两个省，平均增速２８．８％，２００７
年分别是浙江的３６％、广东的２６％，之后差距有所

缩小。近几年广东私营企业数量年均增速在

２９．８％以上，２０１３年达到３４１８．５万户，在三个省份
中遥遥领先（参见表１）。提供就业岗位方面，广东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发展迅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
年代，赴广东寻找工作的剩余劳动力，年均增速超

过３０％，２００７年民营企业用工人数达到１９６４．７１万
人，近几年这一指标有所降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

相对广东起步稍晚，但就业人数稳步增加，２０００年
至２０１０年，浙江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多次明显
超过广东，但近年浙江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又被

广东反超。相较于浙江与广东，福建私营企业从业

人员数处于较低水平，以２００７年为例，福建平均每
户吸纳的从业人员数只有１２．５人，广东有 １３．０４
人，而浙江有将近１７人。

表１　各省私营及个体户数增长情况 单位：万户　　　　

省份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　 　 　　　

私营企业 个体户 私营企业 个体户 私营企业 个体户

浙江 ３５．９ １７２．７ １７１．９ ２３０．１ ２１２．３

广东 ４４．９ ２２７．４ １１０．８ ３４８．５ ２１６．２

福建 ２０．７ ７５．３ ５９．８ １３０．４ １１０．４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局、福建统计局和广东统计局的网上数据资料设计形成。

　　（二）工业总产值与企业资产
作为东南沿海传统经济发达的省份，浙江民营

工业总产一枝独秀，广东次之，福建发展相对滞后。

２００５年，浙江民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８２５０．０３亿
元人民币，福建为１３５９．７５亿元人民币，广东为
４４７５．３２亿元人民币，浙江是福建的６．０７倍，广东
的１．８４倍；２０１０年浙江的工业总产值为１３５４１．６９
亿元人民币，福建为２６７９．８４亿元人民币，广东为
８２２７．８９亿元人民币，浙江是福建的５．０５倍，广东
的１．６５倍（参见图１）。此外，通过以上数据可以
看到，虽然浙江的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遥遥领先，

但与福建、广东相比的领先优势也在缩小。

企业资产方面，近几年，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

均有较大幅度上升。２００５年，浙江私营工业企业的
资产总计为６５０９亿元人民币，福建、广东分别为
８３４．４亿元人民币和２５２８．５６亿元人民币，浙江分
别是福建、广东的７．８０倍和２．５７倍；２０１１年浙江
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为１０６２３．７２亿元人民
币，福建、广东分别为１７３４．１８亿元人民币、
４２５３．２３亿元人民币，浙江分别是福建、广东的
６．１３倍和２．５０倍。从图表２中可以看出，浙江的

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始终高于福建和广东，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浙江这方面的优势明显降低，此后
也有波动的降低态势。

图１　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

图２　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三）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

对比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出，浙闽粤三省私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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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呈现出极大的相

似性，其增长率几乎相同，但浙江高于广东，广东高

于福建。２００５年浙江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
３２４．５１亿元人民币，福建为５３．６６亿元人民币，广
东为１５０．０８亿元人民币，浙江利润总额是福建的
６．０５倍，广东的２．０６倍；２０１１年浙江私营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为５４９．０３亿元人民币，福建为１８１．６２
亿元人民币，广东为３６４．７０亿元人民币，该指标浙
江是福建的３．０４倍，广东的１．５１倍。显然在以上
三个省份利润总额同比都在增长的情况下，浙江的

领先优势在降低。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１年，福建的增
长最快，２０１１年的利润总额是２００５年的４．３８倍。

主营业务收入方面，２００５年浙江私营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为７９３０．９亿元人民币，福建为
１２８９．４亿元人民币，广东为４３１８．６９亿元人民币，
该指标，浙江是福建的 ６．１５倍，广东的 １．８４倍；
２００７年，浙江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１３０２１．０５亿元人民币，而福建、广东分别为
２６０７．３９亿元人民币、７９３８．１８亿元人民币，浙江分
别是福建、广东的４．９９倍、１．６４倍。

在收入与利润方面，浙江私营工业企业总体上

比福建、广东有明显的优势，但这种优势近几年明

显在降低，呈现出减弱态势，如图３～４所示。

图３　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图４　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四）工业增加值率

工业增加值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

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图５、图６可以
看出，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私营工业企业工业增

加值波动都比较小，基本上维持在同一水平。数据

显示，近些年福建的工业增加值率最高，广东次之，

浙江工业增加值率相对较低。

图５　工业增加值率比较

图６　总资产贡献率比较

（五）资产负债率与费用利用率

资产负债率既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也反

映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能

力。从图７可以看出，近年浙江、福建、广东三个省
份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在上升，浙江从

６３．１６％上升到６５．４０％，一直处在以上三个省份资
产负债率最高水平；相较而言广东私营工业企业资

产负债率变化较小，基本上维持在６０％左右；福建私
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在三年间虽有较大幅度上

升，从２００５年的４９．６５％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６．９７％，
但保持在以上三个省份的最低水平。资产负债率

高，说明企业资金来源于债务融资较多，企业所有者

的资金相对较少，从而企业财务风险相对较高。

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

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降低成本所获得的经济效

益。从图８可以看到，福建私营工业企业成本费用
利润率上升迅速，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４．４１％上升到了
２００７年的７．７２％，超过了浙江３．３个百分点，广东
２．７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６年以前（包括２００６年），浙江
省该指标均超过广东省，但２００７年，广东已超过浙
江。从这一数据来看，浙江私营工业企业的整体运

营效率不高，低于福建、广东两省。

图７　资产负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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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成本费用利润率比较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表明，从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３年，
浙江私营工业企业与福建、广东私营工业企业比

较，企业发展方面保持了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优

势随着近年的形势变化在趋于减弱。另一方面从

投入产出效率、资产运营效率与盈利能力等指标来

看，规模竞争力最小的福建私营工业企业效率高于

浙江、广东两省，而且效率竞争力优势还在持续拉

大。这表明，浙江、广东两省发展较早的民营经济

具有比较大的规模竞争力，起步较晚的福建民营经

济的效率竞争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三　民营经济发展经验与政策建议

在短短 ３０多年时间里，同属东南沿海的浙、
闽、粤三省民营经济都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

路，实现了民营经济量与质的巨大改变，带动了地

方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随着市场的变化

和节能减排硬约束的强化，传统产业逐步为新兴产

业所替代，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了外需下降以及土

地、水电、人力、资金等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制约，

遇到了用地难、用电难、用工难、融资难和产能过剩

等问题，所以，靠“拼资源、拼环境、拼价格”的民营

企业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加大探索和总结，重塑新

条件下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一）发展经验与启示

１．尊重民营经济主体创业发展的首创精神。
浙、闽、粤三省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共同点是，尊重

民营经济主体创业发展的首创精神，秉持地方资

源、市场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民营投资业主

创新创业，在发展过程中吸取发达地区的先进经

验，努力提高企业社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作为引领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排头兵的浙江民

营经济，无论是其“小商品”“大市场”“一镇一品”，

还是“块状经济”“家族经济”，全都是来自民营企

业作为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产物。

因为相对而言，浙江并无与海外发达经济体相邻的

地位优势，其发展完全是依靠自身始终坚持因地制

宜和自主创新，基本不存在能够和不能够的“照搬

照抄”或是“拿来主义”。

福建作为海西经济区，具有与台湾一衣带水的

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自设立海西经济区以来，福

建民营经济充分发挥区域机制和后发优势，积极借

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和做法，发展水平逐年提升，

发展质量明显改善。福建晋江的“中国鞋都”“建

陶重镇”，南安的“水暖城”“石材之乡”，石狮的“休

闲服装城”，仙游的“家具之都”等一批以民营企业

为主的品牌产业，正成为推动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

广东具有与香港、澳门接壤的天然优势，珠三

角地区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地，凭借良好的区位优

势和政策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资本，“三资”企业发

达；另一方面，广州、深圳作为中国经济两大“重

镇”，成为中央企业华南地区经济总部，也是省属大

型企业的聚集地，国有企业发展经验对民营企业产

生了正的强有力影响，广州、深圳等地外资经济和

国有经济比较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促使了民营企业

做大做强。

２．以营造宽松氛围激活民间投资。良好宽松
氛围是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土壤条件。以浙江为

例，当地政府部门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激活民间

投资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始终秉持“民营企业是

发展的命题”，坚持“蓄水养鱼”与“培植税源”总方

针，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发

展，大力宣传民营经济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为民营经济加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福建在体制建设方面始终注意打破条条框框

的束缚，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支持措施，形

成有利于民营企业加快发展的相关规定，大刀阔斧

的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中梗阻”问题。

广东始终注意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增强“内

源型经济”实力作为发展的战略性措施，始终注意

建立调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项目审批和管理制

度，切实做到让民营企业有说话的地方，维护民营

企业的合法利益，保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３．以提高服务水平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以广
东为例，很早就提出全方位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

改革办事程序，公开办事制度，减少办事环节，提高

办事效率，实施“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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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广东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

福建注意采取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

施土地配套扶持政策，对符合规划和产业政策、符

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的工业项目合理用地，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予以充分保障；对民营企业利用现有厂

区、厂房改造建设的，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不再

增收土地出让金。对重大项目使用林地、海域及围

填海计划指标给予倾斜（参见《关于营造优良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支持民营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

见》，闽政〔２０１０〕１９号）。
浙江一直注意优化政策环境，放宽民营经济市

场准入，在土地使用、税收优惠和出口鼓励等方面，

实行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同等待遇，真正做到

外商与内商资本同等看待，一视同仁，致力完善各

项优质高效的服务制度。

（二）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形势转换和产品与要素市场的变化，

未来民营经济要担当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大责任，由

目前生产加工的低端走向创新创造高附加值的产

业高端，由单纯依靠价格竞争走向综合多元竞争，

必须在注意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企

业质量水平和品牌效应，增强生产经营效率，提高

企业竞争力。

１．大力发展规模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就规模经济而言，浙、

闽、粤三省的企业阵容虽在不断壮大，形式也较多

样，但总的方面能与外国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大企业

并不算多，因此应强化现代资本股份经营意识，打

破传统的“条块分割”模式，充分发挥企业集团的优

势作用，实行“资产重组”“强强联合”，加大对重点

企业集团的扶持力度，提升其竞争力，将某些技术

先进、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发展成为跨国公司。

２．鼓励民营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
质量水平。由于民营企业生产技术工艺大多相仿，

产品趋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产经营优势逐

渐丧失，为此要多方位、全流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一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支持，降低资源消耗，推

动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二要以信息化发展的契

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加快技术改造，提高

生产水平，降低产品成本。三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建

设，提高产品附加值。四要支持民营企业在现有产

业的基础上加快生产服务业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加

快专业生产与生产服务的分工合作，促进生产经营

与生产服务各方面的渗透融合。

３．在依托现有产业的基础上培养新的增长点。
一是破除行业壁垒，解决事实上的“玻璃门”“弹簧

门”问题，特别是基础性、垄断性行业，为民营企业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制度上确保民营企业

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二是要注意解决民营

企业面临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社会认同等方

面问题，鼓励民营企业寻求进入高新技术行业，加

快实施设备技术改造，促进节能减排，提高企业生

产经营效率。三是要加快电商产业、文化创意产

业、时尚产业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允

许民间资本进入形成设立、参股、控股相关行业企

业。四要以市场为导向实施创新求变，民营企业要

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发挥反映灵活、贴近市场的优

势，倾听客户声音，根据客户反馈信息，第一时间研

究产品问题，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提高

技术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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