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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致使国内许多企业陷入了经营危机甚至破产倒闭，也使得浙江民营

企业出口下降直接导致浙江省 2009 年全年出口额负增长。在经济危机下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一

是外部环境变迁：出口市场受到挤压；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流动性风险加大。二是自身竞争力不强：企业

低水平集聚；企业在竞争中缺乏话语权。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浙江民营企业陷入困局。 

关键词：民营企业；经济危机；企业规模；困局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0）05 - 0105 - 04 

2008 年，由 2007 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时至

今日，危机仍然困扰各国。在此次危机中，浙江

民营企业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企业的发展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

和弊病仿佛一夜之间全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

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支持化为空洞的口

号，从 2008 年初始，浙江省 GDP 增幅一直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直至 2009 年第 3 季度，才和全

国平均水平持平。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浙江省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并没有真正起到带动

全国经济的作用。这与民营企业的低迷不无关

系。浙江民营企业表现的低迷与经济危机紧密关

联，但企业本身也存在着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固

有的矛盾。 

一、外部环境变迁严重阻碍浙江民营企业发

展 

（一）出口市场受到挤压 

作为外贸进出口大省，2009 年浙江省出口

总额为 1330.13 亿美元，①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

11.07%，而民营企业占浙江省出口总额从 2003

年起一直超过外企和国企并逐年上升，2008 年

达到 51.5％。2009 年，浙江省出口呈现连续 12

个月下降趋势，期间最高下降达到 21.8%，②出口

总量较 2008 年下降 13.8%，③直到 2010 年 1 月才

转正。另一方面，浙江省出口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 28.3%，出口总额的下降对浙江民营企业

乃至浙江省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

以下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出口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受到冲击。

2008 年由金融危机转而形成的经济危机使西方

发达国家成为重灾区，欧美各国国内消费市场严

重萎缩，人们的超前消费观念转化为保守储蓄，

对于以生产和出口消费品为主的浙江民营企业，

订单大幅减少，有些企业甚至被迫停产。 

2. 由于失业压力，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置

WTO 规则于不顾，展开了新一轮的贸易战。2009

年 9 月的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作为一个标志性

的事件，奥巴马成为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调查

的美国总统。宣布从 9 月 26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

的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即在 4%的原有关税基

础上，在今后三年分别加征 35%、30%和 25%的

附加关税。其实质目的在于保护国内轮胎生产厂

家利益，缓解就业压力。自此开始，在 2009 年，

美国一国就对中国展开十余次的“反倾销、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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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调查。2010 年这种态势注定不会缓解，只

会变本加厉。美国保护主义本身影响有限，关键

在于美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开设了一个先例，欧

盟甚至阿根廷、巴西都步美国后尘，展开了对中

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1]  

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严重压缩了浙江民营企

业的市场空间，是导致浙江省民营企业出口下滑

的直接原因。 

（二）企业成本上升 

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企业一直以来是以价

格优势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占据主动。低价格屡屡

成为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制度的变革等，

这种优势逐渐消失，导致价格优势丧失的主要变

革来自于三个方面： 

1.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压缩了出口企业的

利润，对出口加工企业形成间接的重大影响。

2005 年 7 月 21 日，中国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

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

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同时，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2%。2009 年末，人民

币兑美元汇率相比较汇率改革前已经上升了

21.27%，①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意味着

加工企业进口材料成本增加 21.27%的同时，出

口企业利润下降了 21.27%，外贸公司将利润下

降成本向下转移至制造业，间接打压了制造业利

润空间。这种大幅度的成本和利润双重负面影

响对企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民营

企业不得已而歇业或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

地区。 

2.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汇率制度改革导致

材料成本相对其他国家大幅上涨同时，我国的经

济飞速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近年来出来井喷性

增长，短期内一些基础性原材料的供求关系出现

供给不足的局面，连续几年的电力荒，煤炭价格

飙升以及有色金属价格不断攀升等现象，都说明

原材料价格出现了普遍性上涨，有的甚至高达

100%以上，直到 2008 年出现经济危机，这种现

象才得以缓解，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经济复苏，

新一轮的材料价格的上涨将成为必然。原材料特

别是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涨不仅仅影响的是企

业的利润，更主要的是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

力。 

3. 社会改革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我国

经济飞速发展不相匹配的是，直至 2007 年我国

制造业工人的主要力量——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却一直徘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农民工群体

对于我国的产品低价出口，在国际上赢得市场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为经济飞速发展做出如

此贡献的同时，自身却未得到任何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好处，他们的境遇比计划经济条件下还要差

很多，因为他们的辛苦劳动并没有换得自己的任

何社会保障，根本得不到城镇职工相同的待遇。

这种情形最终导致 2007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用

工荒的出现，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开始关注农民

工的待遇问题。2007 年 6 月，为实践中央提出

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开始实施，强制企业与工人签订劳动合

同，并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障，同时最低工资制度

也开始实施。人力资源市场的市场调节作用加上

政府的引导，企业的用工不再象 2007 年以前一

样便宜，农民工的工资有了大幅增长，但企业的

用工成本也大幅增长，这对于许多利润率很低的

企业无疑是无法承担的。[2]  

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的以上三方面变革无疑

对以价格为主要手段获得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

是很大的冲击，迫使企业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

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三）企业流动性风险加大 

1. 中小企业融资仍然是难题。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前，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探讨了

十余年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银行在信贷管理上

仍然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采取歧视

性政策，企业时常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

民间借贷一度成为了浙江省民营企业的救命稻

草，温州市民间借贷利率最高时曾达到 36%，是

银行正常贷款的 7 倍多，企业接受如此非正常的

民间高利贷说明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依然没有

得到有效的解决。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

得银行风险管理更加严格，对民营企业的借贷更

加谨慎。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适时看到了民营

企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出台了许多相关的
———————  
① 按 2009 年 12 月 31 日外汇牌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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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政策，包括将民间借贷机构合法化等政策，

才使得民营企业在 2008 年后融资有了根本性改

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调控过程中，如遇

银根紧缩，控制放贷规模政策实施过程中，民营

企业仍然扮演着银行信贷歧视政策受害者的角

色。 

2. 企业收账遭遇客户信用危机。2008 年美

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为经济危机，美

国市场的萎缩导致美国市场需求不足，许多企业

破产倒闭，其中包括在华采购商。浙江省民营出

口企业由于一般给予对方 1-5 个月的收账期，因

此，导致许多企业形成坏账，增加了企业的流动

性风险。紧跟美国，2009 年，欧洲在本次经济

危机中也未能幸免，据德国征信机构（Credit- 

reform）12 月 2 日公布的数据，经济危机导致德

国企业破产数量明显上升，并将企业破产损失推

向历史新高。2009 年，德企业破产数达 34300

宗，比上年增长 16%，破产损失 486 亿欧元，同

比增长 67.6%，平均每宗破产案导致 110 万欧元

应收账款不保。年销售额在 5000 万欧元以上的

大型企业破产数从上年的 60 宗骤升至 200 宗。①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大量破产。这些都使中国出口

企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坏账损失。 

在原有的融资歧视仍然存在的基础上，信用

危机导致的坏账损失风险的增加使民营企业流

动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流动性风险在经济危机

的影响下更加显著。 

二、浙江民营企业自身竞争力仍然较低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源于企业的竞争优势，民

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发展历史短

暂，虽然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国内

平均水平并成为国内民营企业的典范，但仍然存

在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大多数民营企业仍

然未脱离企业发展初期的许多矛盾。这些发展中

的矛盾成为了浙江民营企业在本次经济危机中

陷入困局的主观原因。 

（一）浙江民营企业还是低水平的集聚 

浙江省民营企业成功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

利用网络集群效应实现产业集聚，其产生的集聚

效应多年来一直是我国产业集聚研究的模板，如

温州的打火机和鞋业、宁海的皮革业、宁波的外

贸出口和服装业等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产业

集聚的效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产业集聚的

关键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依然存在，即浙江省的

产业集聚还仍处于低水平的产业集聚，集聚的方

式体现了卫星式、非正式集群式的特点。[3]这种

产业集聚只是发挥产业链中价值转移功能，显示

成本效应，却未能有效发挥创新功能等其他提升

或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效应，导致整个产业链严重

依赖于外部环境，无法摆脱成本上升和市场变化

给企业带来的厄运。 

（二）企业规模限制，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话

语权 

中小企业居多，市场依赖外部企业，企业竞

争基于廉价的劳动成本，这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最

为明显的特点。以 2008 年统计显示，浙江民营

企业共计 2417557 家，第一大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行业，共 1249058 家，占 51.7%；其次是制造业，

共 580390 家，占 24%，②这两大行业都属于完全

竞争性行业。2008 年，浙江机电产品出口中民

企比重也达到 50.3％，③从侧面说明大多数出口

民营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而且，浙江民营企业

相对规模不大，因此，虽然浙江民营企业成本优

势和技能/隐性成本优势明显，但其销售和投入

严重依赖于外部参与，企业之间的高度竞争影响

竞争优势。[4]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企业依

靠外部企业提供的市场，依托本地形成的产品生

产链条，为外商生产加工外贸出口产品或为内地

大型商业企业提供内销产品，对市场的占领依靠

的是企业的低廉的劳动成本。但其市场对外的

这种强力依赖性，严重的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

间，加之加工业处于产业链的中间，使得企业一

旦受到上下游的挤压，将使企业受到致命打击。[5] 

综上所述，浙江民营企业最大的成功在于其

建立的社会经济网络，大量的中小企业严重依赖

于这一网络生存，但这一网络只是一种自发的集

聚，还没有建立起可以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机

制。而大量的民营企业由于企业规模限制，不可

能在产品研发方面引领市场，更不可能成为价格

的制定者，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外部市场定价，在
———————  
① 世界买家网：2009 年德国企业破产损失创历史新高。 
② 数据来源于《浙江省 2008 年统计年鉴》。 
③ 数据来源于浙江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zj.gov.cn/gb/zjnew/node3/node22/node170/nod。 



108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 

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经营环境变化引发成

本上升条件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打压，内

外因结合，导致浙江省民营企业在遭遇经济危机

时陷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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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Influence of HouHaitang in Zhenhai 

CHEN Jun-jing, LIU D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Houhaitang (a seawall in Zhenhai) was first built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experienced several restorations in later 

times. It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seawall in Zhenhai district, Ningbo. For about 1,000 years, it has played the role of a vital 

project that combines city wall and seawall. It ensures the safety of Zhenhai and the costal areas around it. Together with the 

neighbor seawalls, Houhaitang also grea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by building dikes against tides 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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