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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浙江省工商联发布了“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报告”，公布 1.6万多家民企给浙江“一号改革工程”打分的
结果，发布营商环境综合十强榜单、分项十强榜单，也给浙江要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
法制保障最有力、经济生态最健康的营商环境最优省”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为什么是浙商？

■ 刘 亭 /文

欣闻省工商联日前发布 2022年度浙江
省“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对于营

商环境的好与不好，我们现在开启了一扇

“市场主体说了算”的大门！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它给

予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首先，它深化了我们对优化营商环境意

义的再认识。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形势下，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国一地的发展，

固然要仰仗必需的要素，但要素其实是分成

了两种：一种是不可移动要素，一种是可移

动要素。

不可移动的要素主要就是土地、矿产、

区位、气候，等等。老天爷如果给你了，你就

有了；如果没给你，你就真的没有。但是从几

百年工业化以来，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

了，那些个不可移动的要素，对于一个国家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影响，是在不断地

下降之中。那么相对而言升高的是什么呢？

升高的都是可移动的要素。

所谓可移动要素，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全要素论。里

面一共点到了七个要素，其中除了土地是不

可移动的以外，剩下六个都是可移动的：劳

动力包括人才、资本、知识、技术、管理、还有

数据，哪个又不是“择枝而栖、云游四方”的！

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要靠

要素的全面丰裕，但更要靠要素的优化配

置。不可移动的要素固然不可或缺，但已不

是竞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汲取可移动的要

素为我所用，才是区域激烈竞争中最终胜出

的一大法宝。也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才

一再强调“三个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但是，这些能移动的要素，凭什么就到

您这里来而不去别的地方？那就取决于您这

里能否营造出一个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市场经济就是要趋利避害的，这是客观

规律、无可违拗的。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资

金和成本的洼地，人家都愿意往您这儿投；

好的营商环境，又意味着人才和事业的高

地，人家都愿意在您这里干。

或是四面八方、望风来投，或是如鸟兽

散、“胜利大逃亡”———是祸是福，一切都归

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营商环境这

个看起来再“软”不过的东西，最后竟然成了

区域竞争中最硬的竞争力。现在国内外市场

的竞争都比较充分了，只有“君子求诸己”，

老老实实地把自身的营商环境建设好、优化

到位，才有希望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

颖而出、终成正果。

其次，它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树立了一

种讲求实事求是的新风。经济工作本来是一

个比较务实的领域，但无可否认，这些年来

也有一些不良风气在潜滋暗长。譬如政策多

变、无所适从；各自为重、合成谬误；一刀切、

运动式；作秀摆拍、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官

僚主义，还有烦琐哲学、过度考核，等等。说

到底，出现上述种种问题，都与那种“唯上不

唯实”的潜规则在“作怪”有关。

传统的考核，往往是经体制内、系统内

自上而下来推进的。这对上级机关推动工

作部署的落实肯定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当然也不可过多过滥。但不分青红皂白，一

律套用这种思维和办法，恐怕也是有问题

的。譬如对各地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的评价，

可以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加以说明。但说一

千道一万，就像企业生产的商品好不好，最

后终究要看消费者是否愿意“埋单”一样。

对营商环境的评价，还是要看政府部门的

服务对象———市场主体的切身体验和实际

感受。为了避免过多的花拳绣腿，釜底抽薪

的一招，就是把相关评价的权力，交到市场

主体的手中。

当然，在更长的一个时段里，一地的营

商环境是否理想，最后还是要看招进来、落

得下、留得住、干得顺的企业有多少？是增加

了，还是减少了？或是那些需要转型升级的

企业，是囫囵个一股脑儿搬走了，还是像地

瓜经济那样，把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给留下

了？政治民主有时要靠用手投票，经济民主

也会体现在“用脚投票”上。

营商环境的形成，涉及政府及官员，和

市场及企业两个方面。“一只碗敲不响、两只

碗响叮当”。但是，在这两方面中，哪一个才

是主要方面呢，毫无疑问还是在于政府和官

员。这里的政府，是泛指广义的政府，包括了

党政和人大、政协，以及公检法司，也即整个

上层建筑。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其中确有市场主

体发育不足、企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但老

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关键还是在于

“王法和舆论”，在于“权力不可任性”。日前

我曾有幸参与对湖州市营商环境的实地调

研，他们已然开始实行市场主体对政府部

门的评价考核，甚至连相关的奖项都是由

企业代表来颁发的。这就很好，给政府及官

员，也包括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

号：今后要让更多的服务对象，来评价考核

您服务的量和质，来检验您“人民政府为人

民”的表现和担当。

最后，它提醒我们还要切实促进工商文

明的进步。营商环境一大块是基础设施等硬

环境，这一块经过改革开放 45年来的投资
和建设，已然取得巨大的进展。但相比之下，

制度和人文的软环境还存在较大差距。制度

后面是制度文明，制度的落实也要靠人文环

境。为什么大家都爱说“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呢？这是因为营商环境是和人文融为一体

的、有温度、可感知、可体验的环境，而不仅

仅是建在地上的基础设施和挂在墙上的规

章制度。

现在评价营商环境，一般都涉及行政、

法治、要素、市场、人文等多个方面。这是理

论上的抽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几者都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的。人文这

个东西，表面上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

上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作用。“八

八战略”的最后一条，就强调了要发挥我们

的“人文优势”，我也总愿意把人文经济和民

营经济、生态经济、数智经济连在一起，说成

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四张金名片”。

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曾在

这个形态上雄踞世界之首。但自英国工业革

命以来，我们是大大地落后了。虽经洋务运

动和民族工商业的努力，也曾追赶了一阵，

但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发生在新中国建立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里。本世纪初，

我们曾估计 2020年可以基本完成工业化，
现在看来，说得“冒”了一点。

无论是产业科技还是工商文明，我们都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譬如精工制造、品质制

造，工业化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不到

位，那就难免会有点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更

不要说像产权、契约、诚信、法治这一整套的

东西，我们要想明白、做到位，确实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是工业化尚未到

位，数智化时代已然来临。我们既要争数智

化的先，但还得补工业化的课。万丈高楼平

地起，认知和理念的大厦，同样不能建立在

沙滩上。

优化营商环境是政企两方面的事，也是

全社会的事。我们有了市场主体评价考核政

府部门相关工作的制度创新，但要确保这种

创新的质量和实效，以及它的可持续的健康

发展，还必需在全社会形成与工业化相适应

的工商文明，和制度型开放及中国式现代化

相契合的高水平的现代工商文明。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

术委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徐王婴 /文

阳春三月，北京。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的记者会上，

李强总理再提浙商“四千精神”，犹如一阵春

风来。总理的话音，令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大地感受到了盎然春意。

“四千精神”，是浙商群体的精神图腾，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有民营企业奋

发向前、敢拼敢闯的集体写照。正是靠着“四

千精神”，浙商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成长

为中国第一商帮。

为什么是浙商？为什么是浙商“意象”了

中国民营企业族群，写照了中国民营经济的

发展？

中国商帮历史悠久。数百年前，就有晋

商、徽商、潮商等十大商帮的活跃与兴衰。

晋商、徽商等近代商帮衰落之后，以浙

商为代表的现代商帮为何在改革开放的春

风中快速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浙商的

草根性。

45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浙江
大地成千上万“穷则思变”的“泥腿子”们，他

们“敢闯、敢冒”，“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

板”，点燃了个私经济、乡镇企业的“星星之

火”……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草根”们的

创业梦想就已蠢蠢欲动。

上世纪 70年代初，横店的“掏粪汉”就
已领着乡亲们盘下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缫

丝厂；萧山 24岁的“打铁匠”变卖了全部家
当创办起农机厂；杭州笕桥 30岁的“农家
女”带着村民们创办了丝绸厂……到了

1978年，原本潜伏“地下”的商业力量开始
登台亮相。徐文荣开启了率领横店人大刀阔

斧的创业历程，如今横店集团已是总资产近

900亿的超大型民营企业；沈爱琴则与全厂

员工满世界跑推销，而今由其女儿接班的万

事利集团已成为中国民营 500强企业；鲁冠
球则在 1979年开始专攻“万向节”，此后凭
着小小的万向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

镇企业，第一家进入国务院试点企业集团的

乡镇企业……

诚然，改革开放 45年来，浙商从走街串
巷“鸡毛换糖”到踏出国门“买卖全球”，从首

批民营航空公司开航到首条民营控股高铁

开通运营，从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到世界级企

业顶天立地……他们凭借一股开拓进取、敢

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和“四千精神”，开启

全国民营经济之先河，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令

人振奋的创业传奇……

有数字显示，2022 年浙江经济总值
（GDP）77715亿元，同比增长 3.1%。其中浙
江民营企业增加值 15385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70.3%，贡献率达
83.2%……

毫无疑问，由“草根”浙商率先点燃的

“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本经济，其“星

星之火”已然是“燎原”之势。

从古时的“无宁不成市”，到今天“无浙

不成市”的传说，浙商都是最具“游牧性”的

商帮。

有数据为证：改革开放以来，浙商走遍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

的浙商超过了 600万，还有近 200万浙商走
出国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生逢其时的浙商，不仅

得益于“江南地气暖”的先发优势；还有吸天

地之灵气、藤曼四处延展的“地瓜经济”。

在政策支持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

浙商，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商机。而浙商，

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股中

坚力量。比如，上海 2021富豪榜上，排名前
10位的富豪中有 5位是浙商；又比如安徽

阳光电源创始人曹仁贤、深圳大疆无人机创

始人汪滔等都是浙江人。另有报道显示：截

止 2022年上半年，在江苏投资的浙商，其市
场主体达 146.38万户、总投资额超 2万亿
元；截止 2019年，在疆浙商达 26万人，累计
投资超过 5000亿元……还有正泰在泰国的
智能制造基地、华立在泰国和墨西哥的工业

园区、红狮集团在老挝等四国的水泥项目、

锦江集团在东南亚的综合电厂等等，地瓜的

藤蔓早已延伸到世界各地。

是的，素有“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浙商，

谱写了“无浙不成市”的传奇，打造了遍布海

内外的“义乌市场”“浙江村”“温州村”；并实

现了浙江市场的迭代更新、转型升级……

新年伊始，借着浙商“包机出海”的东

风，浙江部署实施创新、改革、开放三大领域

的三个“一号工程”。其中，“地瓜经济”提能

升级“一号开放工程”被广大浙商寄予了良

好的期望。

因为，与其说是地瓜经济的“藤蔓”拓

宽了浙商发展与腾挪的空间；不如说，浙江

政府对民间力量的鼓舞与利用，对改革开

放的坚持与深化，对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

与优化，是浙商得以持续发展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

如果说，“停不下来”的改革精神，是浙

江得以实现跨越发展的永动机。创业不停、

创新不止，则是浙商不断实现自我突破，从

草根浙商到数智浙商、创新浙商的成功密

码。

依靠“行商天下”积累第一桶金的“草根

浙商”们，以贸带工、“前店后厂”地“点火”浙

江制造业，至 2003年之前形成了诸如温州
皮鞋、打火机，嵊州领带，义乌袜子，宁波家

电等块状特色产业。进而带动了诸多浙江小

商品市场的繁荣。

但“8亿件衬衫才换回一架空客、10亿

双袜子才能换回一架波音”的“低端”与“末

梢”，毕竟不是浙商制胜的王道。为此，浙江

在 20年前就提出了“八八战略”，开启了
“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

和培育“名企、名品、名家”的“四换三名”工

程；浙商也由此开启了转型升级战。

也是这个时候，浙商的队伍里注入了

“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等新鲜血液。比

如杭州立昂微电子的王敏文、宁波江丰电子

的姚力军、锦浪科技的王一鸣等等，他们率

领着企业深耕半导体、光伏逆变器领域，突

破多项技术壁垒，解决“卡脖子”难题，成为

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比如零跑科技的朱江

明、每日互动的方毅、遥望科技的谢如栋等

等，他们不断探索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直

播电商等，在新经济领域风生水起。

一边是科技型、新经济新浙商的不断涌

入；一边是诸如李书福、南存辉、汪力成、王

水福等“不倒翁”的“与时俱进”。“常青树”们

不断地“自我革新”，演绎了浙商群体迭代升

级的壮丽诗篇。

比如西子联合控股集团的王水福，在

40多年的创业历程中，他率领企业从生产
农机配件到电梯、锅炉，再到核电设备、航空

部件、深海电机，实现了从“浙江制造”到

“中国智造”的跨越。

正是许许多多善于创新突破的浙商，跨

越了转型升级的万水千山，推动了浙江经济

新旧动能的转换，进而推动浙江迈入了高质

量发展的轨道。

犹记得，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中国

青春宝集团的创始人冯根生曾多次提起胡

庆余堂的“戒欺”匾额，并说：“诚信戒欺是我

的规则，也是浙商精神的灵魂。”

是啊，“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浙东事

功学派深深影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商

人。而“诚信戒欺”“义行天下”，也成了浙商

普遍遵循的信条。

2020年疫情发生后，遍布世界的浙商
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情系故里、回报桑梓”

和“大爱无疆”的动人故事。据不完全统计：

疫情期间，浙商企业捐赠超万元的达 7300
多家，捐赠过百万元的 400余家，捐赠过千
万元的 50多家；浙商企业设立基金和捐款

捐物累计已超 33亿元，其中设立基金 14.57
亿元，捐款捐物总额 18.65亿元。

而当浙江省工商联发出“同心共富”的

倡议，浙商可谓是“一呼百应”。他们争先恐

后地投身山区 26县和海岛县高质量发展、
“万企兴万村”行动、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

建设等活动。他们一方面构建员工共富生

态，让员工变股东，切好共享“蛋糕”；一方面

以产业为引领，并以产业帮扶的方式，积极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上下游产业链生态，做大

共富“蛋糕”。

比如，花园集团董事长邵钦祥 40多年
如一日，坚持“以工强村”，将花园村这个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打造成拥有 8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和 1家上市公司的美丽富饶的“大
花园”，带动了数以十万计的老百姓走上共

同富裕的道路。又如，娃哈哈集团截止 2021
年，先后在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 17个
省市，投资 86亿元建立了 72家分公司，占
总量的近四成；直接吸纳当地人口就业近

13000人，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119多亿元、
利税 377多亿元，有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

毫无疑问，植根于民间的文化觉醒，才

是浙江“两个先行”最内生的底蕴。如是，以

“四千精神”和“诚信戒欺”“义行天下”为文

化底蕴的浙商，才是真正推进浙江“两个先

行”的排头兵和生力军。

又到“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春耕

时节，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

代，重提“四千精神”，对浙商来说，无疑是一

种初心的回望、更是一种力量的蓄积。

是的，回望“草根”创业的初心，用浙商

迭代升级而来的新动能，铺展“地瓜经济”的

藤蔓，并在发展中不断诠释浙商精神，浙商，

一定能够扛起浙江“两个先行”排头兵的猎

猎旌旗，迎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无边胜

景！

（本文作者系浙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浙商总会浙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

学企业成长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对

话浙商》《浙商之变》《浙商 1.5 代》《中国多

头》《中国龙起》《拥抱未来—解码杭州新经

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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