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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 
—— 温州与苏南产业发展模式的金融视角比较 

 

蒲祖河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温州民间金融的机制性缺陷已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大因素。本文

在叙述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对温州与苏南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金融视角的比较分

析，揭示了温州民间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作用的不足，并对温州民间金融的深化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进行了系统的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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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多年以来，温州区域产业的发展一直是以民间金融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其产业组织结构主
要是家族制企业。苏南区域产业却主要不是依赖民间金融，而是在政策性金融和集体经济的作用

下发展起来的，相应地其产业组织结构也以乡镇企业为主。民间金融机动灵活的优势在温州工业

化进程中，为解决民营企业的经营性资金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温州民间金融在机制上也

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民间资本的存在方式一直处于非组织的、分散化的状态，民间融资的方式

还是传统的民间自由借贷，民间资本的投向基本上是被动服从于企业的需求拉动等等。这些机制

性的缺陷限制了企业资本的迅速扩张及规模企业的发展，影响了资本的运作效率，阻碍了金融对

生产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从而导致了温州产业结构“低、小、散”的发展格局。事实上，苏南

区域产业在规模扩张、技术创新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等方面比温州具有优势。调查显示，2002
年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对改善投融资环境、提升产业层次及提高生产率等方面的贡献正逐年下降[1]。

所以，进一步认识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制，客观分析民间金融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存

在的局限性，根据产业新发展的需要，实行民间金融的深化创新，构建民间金融的有效机制，采

用民间金融供给引导型的民营产业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提高产

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温州金融和产业发展迫

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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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以后，以戈德史密斯（R. W. Goldsmith）、麦金农（R. I. Mckinnon）、肖和格
利（E. S. Shaw and J. G. Gurley）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理论逐步兴起。该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
长中的资源配置和结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即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是互

为因果关系的。20世纪 90年代以后，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进入以内生增长模型为核心的新阶段，
金融因素被逐步融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2]。 
资金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推动力。因为无论是改善产业间的比例，

还是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无论是采取以投资倾斜为主的增量调整，还是采取以资源的再配置为

主的存量调整，都离不开资金，离不开金融的作用。金融活动主要作用于资金分配，进而作用于

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而在资金存量与资金流量的相互作用中，它首先作用于资金流量，进而再

作用于资金存量。通过此传递过程，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传递机

制可简述如下：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

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 
从金融与产业结构演化的基本模式看，主要有两种：一是需求拉动型模式。产业结构的调整

变动往往是渐进的，金融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适应性的和被动的。金融调整是根据需求被

动进行的，故只要政府不干预、不限制金融行为，适当的金融制度就会自动生成，即是需求拉动

型发展模式。二是供给引导型发展模式。在实行工业化或产业转型时期，产业发展的目标方向已

经明确，因而可以将资源引向既定方向，并实行有效的控制，确保达到预期目标。换句话说，产

业结构是以一定的固定资产为基础的，固定资产结构的形成是投资积累的结果，所以产业结构的

变化可以通过投资方向来决定。这就是供给引导型发展模式。 
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影响产业的组织结构。金融的重要意义不

仅在于促进资本形成，还在于其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治理结构与控制模式，从而决定了企业的运行

机制与行为方式。这将最终影响资本的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从而对形成产业的竞争力十分重要。

二是影响产业的产出结构。动态地看，资金的运用结构决定了产出结构的变化，而某一时点的产

出结构反映的是资金的分布状况。金融正是通过其资金形成、资金导向等作用机制，来改变资金

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从而推动产出结构变迁。三是影响产业的技术结构。金融推动技术进步

的机制着重体现在其对技术开发投融资的支持上。为解决资金的困难，除必要的财政扶持手段（如

减免税等）及企业自身的积累外，还需要依靠金融体制的发展，促进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机构与

渠道的建立和拓展，以此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政策性银行的扶持导向

贷款、商业性银行以抵押或担保为条件的贷款，各类基金、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风险

投资公司以及债券、股票市场等，特别是专门为技术创新企业融资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建立，是推

进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必要手段之一。 

三、温州、苏南产业发展模式的金融视角比较分析 

（一）金融对产业组织结构形成的绩效比较 
金融影响产业的组织结构，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与控制模式，进而决定企业的运行机制与

行为方式。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资金来源，并不是依靠财政、正规金融机构或城市工业的支

助，而是依靠农民家庭自我筹集。20世纪 8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自由借贷非常活跃。无论是小
工业、专业市场还是其他各行各业，其原始资金基本上都来自民间的各种信用。以小企业来看，

如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编织品产销基地，1984年该区家庭工业产值 1.2亿元，加工再生腈纶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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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亿套，再生布 300多万匹，塑料编织袋 7400多万只……，这些再生编织品加工业的资金
筹集，都是依靠千家万户的积累。再从专业市场看，如温州著名的桥头镇纽扣市场，其原始资金

也主要来自各类小商贩的流动资金[3]（P11）。由于这种民间借贷双方主要限于彼此熟悉的个人之间

进行，融资范围狭小，具有明显的“近缘性”特征，从而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以亲友、邻里为

圈子的家族产业组织结构。至 2003年，温州市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 22万户，私营企业 3.5万家，
股份合作企业 1万多家，有限责任公司 2.8万家。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合作企业与有限责
任公司，都具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据估计，温州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约占 78%。 
比较而言，苏南地区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

累了必要的资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队企业发展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

个大发展的阶段。因此，历史上的积累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苏南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较大推动作用。所以，苏南区域产业主要不是

依赖民间金融，而是在政策性金融和集体经济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的，相应地，其产业组织结构也

以乡镇企业为主。据统计，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 60%以上。
从产业组织结构的特点看，苏南乡镇企业比温州家族制企业更容易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和建

设。如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苏南乡镇企业相继进行了产权改制。在短短几年时间中，苏南
各市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比例就达 80%以上。通过改制，涌现出了一批如华西村、阳光
集团、双良集团等名扬全国的企业集团。 
（二）金融对产业产出结构形成的绩效比较 
温州民间金融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同时是一种非组织化的金融形式，难以形成较大的资金借

贷规模。如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村工业、商业等，从一户家庭工业或一个经销商的原始资

金而言，其数量是很小的。购置一台机器设备或一个小商品经销商的经营资金开始仅几百元、上

千元。据统计，从个体工商户情况看，1980年，温州个体工商户 1984户，从业人数 1584个，资
本注册 39万元，户均仅 0.02万元，经营额 426万元，户均 0.21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仅 1万元，
户均可以忽略不计。发展到 1996 年，温州个体工商户 214328 户，从业人数 331368个，资本注
册 208005万元，户均仅 0.97万元，经营额 3215214万元，户均 15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仅 761581
万元，户均 3.6万元。从私营企业情况看，至 1996年，温州户数 5328户，雇佣工人 52287个，
户均 9.8个，资本注册 283633万元，户均仅 53.2万元，商业营业额 211444万元，户均 39.7万元，
其中工业产值仅 353603 万元，户均 66.4 万元[3]（P253）。目前，温州有各类企业 30 多万家，其中
99%以上是中小企业。总之，因资金因素的限制，农民只能选择设备少、投资小、上马快、易扩
散、投资回收期短的“短平快”投资项目，利用自己的房屋，或搭建简易的小厂房，因陋就简进

行生产，精打细算，因而成本低，资金利润率高。具体而言，农民组织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创

建民营中小企业，其经营规模小，需要的资本数额不大，小规模的民间自由借贷基本能满足其创

业资金需求，二者在低资金规模条件下实现一定的资金供求均衡。所以，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是

从小商品的流通和生产开始的。形成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以专业市场

为纽带，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产出格局。 
相反，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金资源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

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

（企业家）和政府资本、银行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

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从苏南乡镇企业数量与规模变动情况看，到 1993 年，苏、锡、常三市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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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组建各种企业集团 240多家，其总产值达 660多亿元，占该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40%，
出口总额超过 100亿元，占 35%。此后通过改制，苏南又出现了大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大企业。1999
年，仅江阴一个县级市就拥有企业集团 150多家，其中国家级 46家，省级集团 84家，有 12家
大集团利税超亿元[4]。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

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乡镇

企业可以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以无
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会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第

二，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第三，由于政企关

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使苏南

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 
（三）金融对产业技术结构形成的绩效比较 
金融可以通过对技术开发投融资的支持来推动产业的技术进步。温州区域产业的起步主要是

靠民间金融发动的。由于民间金融具有资金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等“弱质性”，在主导产业的

选择上难以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开发风险大的项目。所以，温州农民把拾遗补缺或填

补市场空档作为生产经营方向，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简单易学的投资项目。70年代是小塑料片和
服装，80 年代是皮革、电器、塑料，90 年代是电器、印刷机械、真空安装等新兴行业。通过多
年的发展，温州的“小商品大市场”已形成特色，其中闻名全国的有苍南县宜山再生晴纶市场，

金乡牌徽章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纽扣、拉链、眼镜、打火机等

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日本、独联体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目前 30多万家各类企业中，
大部分企业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全市有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142家，仅占全省 8.09%，
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比重很低[5]。全市 GDP中的高科技含量大约只占 16%，而深圳则高达 65%，
厦门也高达 45%[6]。温州产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已成为制约温州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

因素。 
反观苏南主导产业的选择，其技术结构远高于温州。由于苏南产业配置的主体是政府，采用

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产业配置方式。而政府能够动员区域内的各种财力，在资金资源的配置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时乡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均为社区政府掌握。在 90 年代初期苏
南乡镇企业改制中，地方各级政府也扮演着主要角色，从资金筹集、方案酝酿、出台、实施，到

科技创新、外资引进方面都起主要作用。所以，敢于上一些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从产业

体系看，苏南以采掘业、原料加工、非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形成了纺织、机械、化工、建材四大

行业，苏南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发达。 

四、温州民间金融深化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知，温州民间金融具有“近缘性”、分散性和“弱质性”的特点，温州产业结

构也相应地处于家族制、小规模、低技术的发展格局。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温州产业转型和新工业

化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在规范作为最基本的民间融资方式的民间直接借贷的基础上，促进民

间金融的深化创新，以有效的形式提高民间资本的组织化程度，实现民间资本的中介化配置，采

用民间金融供给引导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改变民间资本的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以推动产业的组

织结构、产出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完善和高级化。 
从温州的实际情况看，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积累的民间资本已非常充足。不仅资本总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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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扩大，年度资本增量规模也逐年提高，资本年积累率也在上升，每年增幅由近 11%上升到近
18%，根据资本项目加总法计算，1999年至 2003年温州民间资本规模如表 1所示。至 2004年末，
温州民间资本已超过 3000亿元。足见温州民间金融的改革，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对此，可供选择的主要对策有： 

                       表 1  温州民间资本规模统计表[7]                 单位: 亿元 

年           度 
项    目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年末规模 1660 1840 2030 2350 2770 

当年增加规模  180 190 320 420 

年度增幅(%)  10.8 10.3 15.8 17.9 

（一）构建民间金融运行的自组织系统 
组织化程度不高是制约民间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重要原因。对此，首先要确立民间金融中介

组织的功能观，以中介理论为依据，结合实际设计民间金融政策。其次要建立民营企业产权流转

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地方性资本市场。第三，适时组建民营金融机构。第四，鼓励组建

民间资本项目公司、投资公司，开展项目融资。另外，可尝试、发展和规范以民资组成财团的新

型融资组织形式。还要成立民间资本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主要任务是协调国家有关金融政策，

调研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资金供求状况，定期发表有关投融资信息。允许该组织成立产业投资基

金或信托基金，吸引民间资本流入。 
（二）以市场化方式运作民间金融 
民间资本不同于国家资本，民间资本追逐经济利益，实现利润最大化，适宜于回报能弥补投

入的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的领域。民间资本应由市场通过价格配置，根据利润率的高低，在各生

产部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总之，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民间金融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对民间资本的自发作用，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三）重视民间金融的产业导向机制 
当前，温州民间资本大量集中于传统产业，导致投资饱和、利润率下降。对此，首先要规范

作为最基本民间融资方式的民间借贷的发展，把民间信用的资金引导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

如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风险投资公司，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进而促进温州

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还要打破行业“进入壁垒”，为民间资本提供新的投资机会。如以 BOT（建
设—经营—转让）方式或“逆向 BOT”方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实现国有
资本与民间资本的交替，合理释放民间潜在资本。 
（四）建立民间金融投资的服务和保障制度 
民间资本首先要求安全性，其次才是赢利性，这是民间资本投入的前提和基础。对此，一是

要营造完善的法制环境，特别是对民间资本要有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的行业规范，以制度和准则

约束侵蚀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二是要建立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坚决反对非法套现甚至诈骗活动，

合理疏导“地下金融”活动，加大执法力度。三是建立民间资本风险防范系统。尽可能减少投资

失误以及投资的非经营性损失，有效保护民间资本的安全运行。此外，还要完善适应民间资本投

资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民间金融服务，完善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以信用担保业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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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立包括信用征集、信用评价、信用担保在内的社会化信用体系，改善民间资本运行的信

用环境。 
（五）改善民间金融运作的政策环境 
民间资本的运作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扶持。这就要求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要把民间资本、民营经

济等非国有因素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去，要创建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到民营经济中的政策措施，

打破国家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开放式行业准入政策，清除限制民间

资本发展的体制障碍，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办独资、

中外合资以及股份制民营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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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Non-government Finance Development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 A Comparison Based on the Financial Angle of Industrial 

Developing Mode in Wenzhou and Suna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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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sm defect of Wenzhou non-government finance has made crucial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growth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theory on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finance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a comparison based on the financial angle of industrial 

developing mode in Wenzhou and Sunan regions has been made. This article gives an analysis on the actual 

defects of non-government finance to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article also ponders systematically on 

the strategy that Wenzou non-government finance was deepened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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