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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宁波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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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民    

[提要] 宁波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主要是由宁波优良的深水大港、“务实开拓”的民间创业风气、政府的理性行为和长三角的

优越大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模式及其形成因素对宁波今后的继续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宁波  混合经济模式  形成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宁波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混合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产权结构上

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从微观上看，产权多元的股份制经济（包含中外合资经济）已经成为宁波

微观经济的主要形态。这种混合经济模式是宁波经济高速、高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在由中国社科院推出的《中国城

市竞争力比较报告》中，宁波的结构与制度竞争力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名、第3名。宁波为什么会形成混合经济发展道路？  

一、著名的深水良港，是宁波经济发展的主要优势之一  

港口是宁波的优势所在，也是宁波发展的潜力所在。宁波早在唐宋时期就是我国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被辟为五口通

商口岸之一。解放以后，宁波为海防前沿，港口与城市发展相当缓慢。1979年1月，北仑港区10万吨级码头主体工程动工，并被国

家列为重点开发的一个国际深水中转港，宁波深水大港建设由此开始。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已居中国大

陆港口第2位，进入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亿吨大港行列。  

宁波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港口资源，港口是宁波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是龙头，可以带动运输业、仓储业、加工业、保

险业及服务业等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作用。一般来说，一个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对GDP的带动力约为

6000元。宁波市委、市政府一直重视发挥港口的作用，1980年提出把宁波建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的目标，1984年就提出了“以港

兴市”的发展战略，以后还把港口开发建设列为“四大突破”之首，致力于建设大港口，港口与宁波城市紧密相连，互动发展。  

首先，依托大吞大吐的深水良港，宁波的临港大工业迅速发展。港口不仅是交通运输的枢纽，而且是现代大工业密集布局的理想地

带。临港工业具有货物进出运载量大的特征，还具有对水资源、资金需求量大、对技术、人力素质要求高和经济外向度高等经济特

征。宁波市利用港口的优势，提供各种政策优势、搞好基础设施配套和政府服务软环境，吸引外资、吸引国有资金、吸引民间资

金，积极发展临港大工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一条绵延20多公里的沿海临港工业带，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机

械、造纸、能源和修造船等六大行业为主的临港工业体系，截至2002年底，宁波市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临港工业企业共有



324家，实现工业产值534亿元，利税总额81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的26.7%，利税的30.2%。①临港工业的布局

上，在镇海区主要表现为国有投资为特征，在北仑区呈现出基础设施国有投资为主，工业企业投资以外资、民营企业投资为主。  

其次，宁波港的大发展，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开放与发展。  宁波有深水港的优势，国家赋予宁波市的许多权利和优惠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港口优势。1988年国家外经贸部赋予宁波市对外进出口经营权，此后，宁波的外贸以年均40%以上的增幅快速增

长，到2001年，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3%，宁波经济的外向度也达到了56%，出口结构与珠江三角洲等地不同，有80%

属于一般贸易，对当地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很明显。宁波形成了一大批完全本土化的外贸公司和外销员队伍，宁波企业产品出口增

加，加快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如1991-1995年宁波乡镇工业产值由“七五”末的147.7亿元，上升到“八五”末的1272亿元，增长

8.6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80.57%。②  

再次，宁波港区的各种优越条件，还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临港区域的北仑新区，拥有国家级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

区、大榭岛开发区、宁波出口加工区，是宁波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也是宁波临港产业集聚区。到2003年底，北仑区累计有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来兴办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利用外资70.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7.84亿美元。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

208家，美国埃克森公司、韩国三星重工、日本日岩井、印尼金光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36家跨国公司在此落户。截至2004年3月

底，宁波市已累计批准外资企业8375家，总投资312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18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83.6亿美元。③  

二、“务实开拓”的文化传统与民众艰苦创业的伟大力量  

宁波的文化传统中浙东学派是核心，是历史赐予宁波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它在关注“治乱兴废和世道人心”这一大主题下，强

调“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心民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它强调“工商皆本”、“义利并重”。成为当今宁波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的一种精神力量，成为宁波人民领悟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基因。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早在100多年前就孕育出

了享誉海外的“宁波帮”。因此宁波人的商业意识很浓，善于经营、贸易，又善于投资，敢冒风险，不怕失败，勇于创新。伴随着

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自主创业、自我发展为特征的个体经济迅速地发展。  

乡镇企业是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的自由支配权，他们的生

产热情和创造欲望如火山爆发般释放出来，乡镇企业开始兴起发展。为了找到生产门路，找到生产所需的设备、原材料，仅慈溪一

地就有4万多农民供销员在全国各地闯市场，他们跑遍“千山万水”，说过“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确实是新时期宁波

人闯市场的典型。到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经达到近300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0%以上，形成“四分天下有其三”的格

局。成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工业化的一股最有生气的主导力量。  

同一时期，宁波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在迅速发展，充满了活力。1987年个体户从1978年的187户增加到10.57万户。国务院先后颁布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后，个私经济发展较快，到1992年底，宁波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4.7

万户，私营企业2200多家。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个私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97

年底统计，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19.4万户，从业人员34.3万人，私营企业1.98万家，雇工26.6万人。  

乡镇集体企业在经历了大发展以后，其机制的优势开始消退，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廉政建设形势严峻。按照“三个有利于”指导

思想，宁波从1993年起对乡镇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拍卖、租赁、股份制改造等多种形式改革，截至1997年

底，宁波市乡镇企业转制面已经达到92.75%，到2000年全部完成，基本上转化为民营经济。与此同时，宁波的不少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也完成资本积累，逐渐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由过去的个体制、家族制逐步转向合资、合作、股份制运作的模式。据

2003年底统计，全市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已达37053家，占全市民营企业总数的59%，全市还设立股份有限公司40多家，其中民营

资本比重已超过70%。④  



三、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行为的作用  

在宁波混合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宁波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导向影响较大，发挥了引导、支持和推动的作用，功不可

没。    

         

首先是 抓住深水大港的优势，积极推进“以港兴市”战略。改革开始初期，宁波的家底非常薄弱。市委、市政府把宁波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破口选定为港口，借助于港口的资源优势和开放的区域优势，大力争取国家区域发展倾斜政策的政策支持，上个世纪70到

80年代，宁波港口的深度开发和宁波临港型大工业的起步发展，都是基于港口资源得到国家重点投资的直接结果。1984年市委、

市政府就提出了“以港兴市”的发展战略，开始规划建设临港工业，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石化、电力、钢铁、造纸等临港工业，

形成了一批工业大企业。政府还动工兴建栎社民用机场，投资改造萧甬铁路，修建杭甬高速公路，积极推进以港口为中心的集疏网

络的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是默认、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的成长曾遭到社会各方面的非议，一些地方还受到不同程度的压

制。宁波市委、市政府看到个私经济发展可以给人民群众带来富裕，就大胆扶持个私经济发展。他们采取了不争论、不招摇的姿

态，力求多干少说，或者干脆只干不说，用一种平常心埋头苦干，实实在在地发展个私经济，从而排除了“姓社姓资”、“姓公姓

私”的干扰。这种看似“无为”的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对个私经济的一种明智而有效的支持和保护，促进了其发

展。90年代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又推动了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改制，转化为多种产权

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接着，又推动国有企业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到2002年6月底，宁波市属国有企业的改制

工作已基本完成，30万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再次是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引进外资。宁波市委、市政府在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中也看到了其中的不足，重视对外资的引进。他

们把北仑区域作为全市对外开放的重点，在这里相继设立了国家级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和大榭开发区。这些区域不但

拥有明显的政策优势，在基础设施配套、政府服务软环境方面也在全市先行一步，为吸引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集中发展临港

大工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最近，宁波市的鄞州区又提出了“以民引外”的新思路，就是利用已有相当积累的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前

来收购兼并，区政府还专门出台了激励政策。2003年，鄞州区的招商引资是浙江省的冠军。  

最后是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有序、自由发展的良好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一直奉行“简政富民”的发展思路，政府从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逐步退出来，从政府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领域撤出来，政府的作用转变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战略、政策

和基础环境，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机构设置、人员精简、审批制度和廉情公布等方面

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致力于建立一个职能明确、运行协调、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建立

起政府、企业、社会的合理关系。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宁波政府管理竞争力排名第五，表明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政府的

理性行为对宁波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四、宁波处于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优越的环境之中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是指在长江入海而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上，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和江苏15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带。2003



年，这一地区以占全国1%的陆地面积、6%的人口，创造地区生产总值2277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9.5%，人均GDP突破

3000美元，⑤在全国名列前茅。长江三角洲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都市群，汇集了产业、金融、贸易、教育、科技、文化等雄厚的实

力，它对经济活动的集聚功能也在逐步增强。长三角城市间形成了合作竞争并存、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态势：上海的规模经济张

力充沛，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能力越来越强；江苏的乡镇企业脱胎换骨再现活力，外资引进如火如荼；浙江的私营经济兴旺发达，

制造业傲视世界市场。这些都对宁波混合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形成起到了助动作用。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长三角的龙头，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化与中国经济国际化之间的连接点，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经

济整体联动升级。宁波与上海血脉相通，地缘相邻，人文相近，交通便捷，长期以来两地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上个世纪80年

代，宁波借用上海的零部件加工、委托加工和“星期天工程师”的合作，依托上海的资金、设备、工艺、人才、技术、信息、营销

渠道等优势，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发展和壮大。90年代，上海的一批临港型工业的项目相继落户宁波，宁波的不少企业和产品也通

过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另外，宁波处于改革开放中两个著名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北有“苏南模式”，南有“温州模式”。这两个模式对宁波的混合经济

发展模式的形成，都曾经起过一定作用。传统的“苏南模式”的核心是乡镇集体经济，宁波曾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但随着企业的

规模变大，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如今苏南又成了利用外资的模范，宁波也在认真学习其成功的经验；“温州模式”的要

义是个体私营经济，宁波的个私经济发展得也很快，但这种家庭的个人私有制也有限制企业规模壮大的弱点。宁波模式吸取了两者

的优点，避免其消极方面，致力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宁波经济发展之路确实是包含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

式”特点的一种混合发展模式。  

最后，宁波混合经济发展模式也受到整个浙江经济发展特点的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交通落后、

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大胆创新，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各项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前列，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

的地区之一。浙江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民本经济，以民间积累、民间所有、民间投资、民间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有产权清晰、

政企分开等优点。宁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步步都有浙江经济特点的影响和推动。  

总之，宁波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这样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在新的世纪，宁波人民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坚持自己独具特色的混合经济发展道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积极推进“六大联动”，加

快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步伐，争取早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注释：  

①《宁波市党政领导重点调研文集(2003年)》第7页。  

②余钟夫《宁波发展研究报告1999-200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③④  《宁波日报》 2004年5月15日，2月26日。  

⑤《人民日报》2004年3月5日21版。  

信息来源：宁波经济丛刊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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