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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浙商群体的解释

杨轶清

【 内容摘要 】 浙商是 中 国最具影 响力 的基于相 同 文化背 景 的创 业 群体 ， 浙 江省 民 营 经 济综合实 力

居全 国 第一 。 但浙江省 人 口 受教育程度的各项 指标 均排在前十名 以 外 ， 与 浙江经济 的 活力 实力 形成

鲜 明 反差 ，浙 商群体 的 受教育水平亦 落后 于全 国 私营企业 主平均水平 。 文章认为 ， 浙商 的
“

企 业家能

力
”

有其特殊 的禀赋形态 ， 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 势 以及创业 知 识易流 动特征 ； 同 时 ， 拥有在不确定 情

形下 的强行动 力和高效率 的小数据决策模 式 。 这 些 浙商 的特征 与 浙江深厚 的地 方性工商 业知 识 、 集

束化 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 文化价值观互 为 因 果激励 。 不过 ， 浙 商低 学 历创 业优势具有阶 段 匹 配性 。

在新 的历 史 时期 ，
人 口 受教育 程度在全国 处于 中下水平 的 浙商群体要继 续保持竞 争优势 ， 需 要在 学 习

机制 、知 识结构 、决策模式等 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

【 关键词 】
人 口 素质 ； 浙 商 ； 民 营企业

；
企业家禀赋 ； 非编码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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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到 目前为止 ，浙商①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范围内人数最多 、实力最强 、分布最广的经营者群体和投

资商人 。 据 2 0 0 7 年浙江省首次发布的 《浙江省市场主体信息报告》 （ 浙江省工商局 ，

2 0 0 7
）显示 ，浙江

省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 4 7 6 户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6 3 户 ，市场主体
“

密度
”

位居全国第二。 此外 ，

浙江省每万人 口 中个体工商户为 3 6 1 户 ，高于全国 1 9 7 户的平均水平 ， 列全国第一。 人 口 占全国 4 ％

的浙江省私营企业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数的 8 ． 2 ％
，
每万人 口在册私企 8 2 户

，
高 出全国平均

一倍多
，
位

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浙商的规模也在全国领先 ，在全国工商联中 国民企 5 0 0 强排行榜上 ，浙商连续 1 6 年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 。 在 2 0 0 6 年 ，浙商更是 占据 5 0 0 强中的 2 0 3 个席位 ， 比例高达 4 0 ． 6 ％ 。 与此相对的是 ，浙江省的人

口数量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4 ％
，
也就是说浙江的民企 5 0 0 强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0 倍以上 。

上述数据 ， 尚未包括浙商在省外投资创办的企业 。 浙商也是中 国异地 （ 省外 ） 创业规模最大的群

体 。 截止 2 0 1 0 年 ，共有 6 0 0 多万浙商在全国各地创业 ，创造的经济总量相 当于 同期浙江省 ＧＤＰ 的

8 0％ 。 也就是浙商在省外又再造了
一

个
“

浙江省
”

。

同浙商强劲的经济实力相比较而言 ，浙江的
“

人 口素质
”

与浙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不相称 ：浙江

人 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 比例以及其他反映人 口 素质的指标都处在全国 的中下

游水平 。 与浙江靠前的经济指标位次相 比 ，反差非常大 。

根据
“

四普
”

、

“

五普
”

数据及专家测算 ，浙江省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全国排 2 2 位 （ 叶明德 、孙

胜梅 ，
2 0 0 4 ） ；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密度排序全国第 1 7 位 （ 叶明德 、孙胜梅 ，

2 0 0 4
） ；
而浙江省农村劳动

力高 中及高中以上比例居全国第 2 0 位 （ 陈丽华 ，

2 0 0 0 ） 。 与此同时 ， 浙江也是一个 自 然资源丰度排名

全国倒数第三的
“

资源小省
”

。

2 0 1 0 年
“

六普
”

数据表明 （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2 0 1 1

）浙江省 的常住人 口中每 1 0

万人中拥有大专及其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为 9 3 3 0 人
，在全国排名第 1 2 位

；
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的

1 3 5 6 2 人 ，列全国第 1 6 位
，
较之十年前的

“

五普
”

均有较大幅度上升。 但浙江省仍然不属于中 国受教育水

平最高的 1 4 个省份之
一

，却是文盲率比例最高的 8 个省份之一 。 浙江省文盲率为 5
．
 6 2％ ，高于同期全国

平均水平的 4
． 0 8 ％ 。 根据定性描述 ： 目前浙江省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仍然处于中下水平 。

在沿海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上海 5 个经济发展水平 比较接近 的省市中
，
浙江省人 口 受教育程

度劣势更为明显 （浙江省统计局课题组 ，

2 0 1 3
） 。

2 0 1 0 年 ，浙江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 0 ． 1 9 年 ， 在上述沿海省市中居倒数第
一

位 ；文盲率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 1
． 5 4 个百分点 ， 在这些沿

海省市 中最高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 口 占 6 岁及 以上人 口 的 比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

．
 3 4 个百分

点 ，
也在沿海省市中最低 。

作为浙江经济主力军的浙商起步于农村 ，

2 0 0 3 年之前工商联系统组织 的多次非公经济人士调査

结果显示 ：
八成以上的浙商出生地为

“

乡镇及村
”

。 浙江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也落后于其经济地位 ，并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
1 9 9 5 年完成的浙江省工商联非公经济人士调査数据显示 ，在当时浙江私营经济主

要指标已经居于全国前列 ，
但浙商的平均学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以高中为界 ，

浙商低学历段

（含文盲 、小学 、初 中 、普高和职高 ） 四级学历的比例都比全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平均水平要高 。 而浙商

的高学历段 （含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 四级学历都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 。 并且大专

以上学历的浙商只占总数的 1 1
． 6％

，
而同 口 径的全 国平均水平为 1 7 ． 2 ％ ，这意味着高学历段浙商仅

① 本文的
“

浙商
”

概念是指从事 自 主经营活动的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所有者 ， 包括私 营企业主 、个体 工商 户 、各类股 东 、

合伙人等 自 然人市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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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的 2／ 3
。

专家学者们
一

直认为
，
在 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浙江省 ， 之所 以能够创造令人瞩 目 的经济成就 ，

靠

的是充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资源的供给 ， 即 突出的浙商创业能力和他们的创新精神 。 这里存在的悖

论是 ：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较低 、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的浙江人 ，
特别是浙商 ，改革开放以来成为 了最具活

力 的创富群体？ 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与经济增长较快之间的悖论 ，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什么 ？ 对这

些 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本文基于浙商群体的结构特征 ，对低
“

人 口素质
”

与

高经济增长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 出解释。

2 研究方法

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认为 ，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人力资本作为

知识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大量的
“

巴罗
”

式的增长回归分析说明 （罗伯特 Ｊ
？ 巴罗 、哈维尔 ？ 萨拉伊马丁 ，

2 0 0 0
） ：

—

个国家每增加 1 个百分点的

人学率 ，人均 ＧＤＰ 也相应地增加 1￣ 3 个百分点
；

而每增加 1 年的受教育年限 ，
经济增长速度也增加 1

个百分点 （ 陈秀山 、张若 ，

2 0 0 6
） 。 本文作者对中国 2 0 1 0 年各省市区的数据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

以 2 0 1 0 年
“

六普
”

数据显示的全国各省市区人 口 平均受教育水平 （ 每 1 0 万常住人口 中拥有大学

文化程度的人数 ） ，与 2 0 1 0 年对应的各省市区人均 ＧＤＰ 排序对比 ，
可 以发现二者存在显著正向相关

性 。 各省市区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 ＧＤＰ 之间 的相关系数高达 0 ． 8 2 2 。 尽管如此 ，
两者的对 比关系

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例外 。 在全国 3 1 个省市区中
，
两者排名落差达到 1 0 个位次以上的有 5 个省 区 。

反差最大的分别是广东和安徽 ，前者经济指标显著高于人 口平均受教育指标达 1 3 位 ； 而后者正相反 ：

安徽省人 口平均受教育指标排名全国第 6 位 ，
而人均 ＧＤＰ排序为全国第 2 6

，相差 2 0 位 。

如果只考虑人力资本因素 ，对 比相邻的浙江省和安徽省 ，人 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安徽高于浙江 ，但浙

江省的人均 ＧＤＰ 是安徽省的 2
． 5 倍。 经济人的行为有生理天赋以及理念和行为习惯两个层面。

一

般认

为 ，生理天赋表现为智商
，而理念和行为习惯在经济领域可以称之为财商 。 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 ，他们的

社会价值观或财富观 （包括与之对应的理念和行为习惯 ）会呈现出 比较大的差异 。 之所以浙江省的经济

增长较快 ，从人 口禀赋来说 ，
可能是理念认知和行为习惯即财商的存量和结构存在优势差异。

本文对浙商群体的分析 ，将基于作者对浙商群体的定性调查 ， 阐述知识结构 、受教育程度与创业

能力 （宏观表现为经济增长 ）
之间 的关系 。 受教育程度主要测量编码知识的多寡 ；

而浙江民营企业的

实际控制人 8 0 ％ 以上为家族或单
一

自然人 ， 即个人承担决策职能 。 决策行为主要依赖结构化程度不

高的非编码知识 ， 即经验直觉等隐性知识 。 浙江省拥有存量丰富的工商业地方性知识优势 ，
以及重商

的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 ，契合创业者人格结构 ， 因而创业绩效较高 。

3 对浙商低学历与经济高增长的理论解释

3 ． 1 浙商知识结构契合企业家典型特征

作为一种特定的职业 ，企业家与艺术家 、科学家等职业
一样需要专用的 自然禀赋 ，马歇尔 （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认为企业家是

“

具有特殊天才的人
”

。 约瑟夫 ． 熊彼特 （ Ｊｏｓｅｐ
ｈＡＳ ｃｈｕｍｐｅ ｔｅｒ

）认为企业家的

本质是创新 ，是对生产要素进行创造性组合 ，其实质是
“

创造性破坏
”

，他也认为企业家能力来 自先天

禀赋 。 而舒尔茨 （
Ｔ

． Ｗ ． Ｓｃｈｕｌｔｚ
）率先提出 了企业家的

＂

异质性
”

概念 （周文斌 ，
2 0 0 7

） 。 企业家作为
“

专

用人力资本
”

的主体 ，
其素质 、能力的内涵和定义以及这些素质能力 的来源和生成机制 ，与根据国 民教

育指标作为评价体系的通用人力资本 ，具有显著差异 。

奈特 （
ＦｒａｎｋＫｎｉ

ｇｈ
ｔ
） 相信企业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通过
“

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风险 ，并保证

犹豫不决者或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人
”

。 企业家能力 的差异 ，就取决于对风险 ， 即信息不对称

环境下对因果不确定性的把握和行动能力 （林祥 ，
2 0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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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理论和智商学说受到质疑之后 ，麦克莱兰 （
Ｄ

．Ｃ ．Ｍｃ 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发现 ，通常人们认为 比较重要

的智商 、技能或经验等 ，并非影响个人绩效的根本因 素 。 他在 《测量资质而非智力 》文章中指 出 ，决定

个人绩效的是诸如
“

成就动机
”

、

“

人际理解
”

、

“

团队影响力
”

等
一些可被称为资质的东西 。

国 内学者对企业家禀赋的研究发现 ，华人企业家能力结构及其特征与欧美并无实质差异 。 李志 、

郎福臣 、张光富 （
2 0 0 3 ）对 4 7 篇论文涉及的 8 0 种企业家能力进行了合并归纳后发现 ，包括行为习 惯 、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与 自然人个性相关的指标达到 7 0 ％ 以上 ，这些个性类指标与受教育程度无直

接关系或关系不大 。

可见
，企业家能力和知识属性具有特殊性。 知识可以分为诀窍和信息两种类型 ，诀窍是指无法编

码传播的信息
，
它是

一种实践技能或专用知识的积累 ；
信息则是在传播过程中完整性不受损的知识 。

诀窍类知识与企业家禀赋的兼容性较强 ，
而浙商的诀窍类知识水平较高 。

浙江省
“

艺商
”

传统即民间手工业传统历史悠久 。 这些传统工商业的地方性知识属 于默会知识 ，

这些知识形态主要表现为非编码知识 ，
比如祖传手艺 、商业习俗 、生意经 、共同 的产业选择等 （陈立旭 ，

2 0 0 5 ） 。 我们经常说义乌人
“

天生会做生意
”

，永康人
“

天生会做五金
”

。 在较大的地理范围 内规模很

大的人群呈现出这样
一个共同的特征 ，得益于地方性知识即诀窍类知识的存量储备丰富 。 这种知识

的学习和传播属于
“

无字学习
”

和
“

干 中学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
ｉｎｇ ）

”

的路径 。 这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弥补

了浙江人接受正规国 民教育程度偏低的劣势 ，提高了创业成功率 。

3 ． 2 低学历与民营企业个人化决策的
一

致性

决策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大脑神经的活动过程 。 因为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 ，

这就决定了个体 自身 的局限性 。 大多数民营企业主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时 ，
不习惯也没有能力理解

和应用复杂的决策工具 ，个人或个别人承担最终决策时尤其如此 。 当决策时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大于

决策者个体 自身所能处理的上限时 ，决策者通常不会理性地利用概率和统计规则去评价和判断不确

定事件 ，
也不是根据预期效用函数作决策 （陈春霞 ，

2 0 0 8
） ，在决策过程 中会不可避免地选择捷径或带

有偏见地去选择 。

与国有企业或西方典型的
“

董事会 ＋ 经理人
”

控制的大公司相 比 ，浙商的控制权和决策权高度集

中于实际控制人 。 而终极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 ，大多是单
一

自然人或家族 。

即使是上规模和治理较为规范的 民营上市公司 ，
也是如此 。 观察注册地在浙江的 1 4 7 家民营控

股上市公司 （
2 0 0 8

）发现 ，浙江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平均值为 4 4 ． 6 1 ％
，高于沪市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控

制权平均值 （杨轶清 ，
2 0 1 4 ） 。 实际控制人为家族或单一 自然人的 ，在所有 1 4 7 家浙江 民营控股上市公

司 中 占比 8 3％
， 占据绝对多数 。

2 0 1 4 年底和 2 0 1 5 年初 ，我们对浙江省浙商研究会 、杭州市衢州商会 、丽水商会等近三百位民营企

业主的
“

民营企业决策模式
”

问卷调查显示 ，

“

有集体决策的形式和流程 ，实际是董事长个人拍板
”

和

“

集体决策的形式都没有 ，就是老板说了算
”

的超过调查对象的 7 0％
。 中小或小微企业 ， 因 为人才存

量的制约以及公司治理体系 的不完善 ，
无论形式还是实际均是典型的个人决策 。 因此

， 浙江民营企业

绝大多数由家族或单一 自然人控制 ，董事长总经理一体 ，控股权 、决策权及执行权三权合一 ，具有强烈

的个人化特征 。

个人决策实质是直感决策 （
ｉｎｔｕｉ ｔｉｖｅｄｅｃ ｉｓ ｉｏｎ

－

ｍ ａｋｉｎｇ ） ， 以直觉判断为主的直感决策是浙商决策的

主导模式 。 直观推断和偏见构成了复杂环境的简化机制 。 直感决策根植于决策主体的经验 ，而非源

自对外部信息的搜集 （柏菊 ，
2 0 0 8 ） ， 因此隐性知识在直感决策中居于核心地位 。 这些隐性知识的筹集

主要不是来源于学历教育等国 民教育体系的编码知识学 习 ，
而是属于眼光 、魄力 、经验 、判断力等思维

方式和行为模式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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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轶清 低
“

人口素质
”

与高经济增长


ｍ
＿

直感决策实质是小数据决策 （基于私人信息和有限信息 ） 。 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浙商 ， 隐性知ｉ只的

积累较多 ，在其知识总量中 占比较高 。 所以其知识筹集成本低而决策效率高 ，商机识别和转化迅速 。

特别是创业初期阶段 ，
存量资源有限 ，小数据直感决策成本低效率高 ，更具比较优势 。

3 ． 3 低学历与创业能力的兼容性

创业从成功率上说属于
“

概率性事件
”

，创业过程是事前不可知和无法度量的 ， 因为结果无法预

期和锁定 ，
企业家要有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能力和风险 的承受能力 。 所以企业家报酬就是通过对不确

定的把握获得的
一

种
“

不确定性剩余
”

。 企业家的核心禀赋就是敢于行动 ，这也是企业家区别于专业

技术人士的主要特征 。

研究发现 ，
企业家理性程度显著低于专业技术人士 ，尤其是第

一

代的创业型企业家 。 而浙商群体

和专业技术人士的区别正是在于受教育水平和编码知识的多寡 ， 编码知识较少和理性信息不足的浙

商更敢于挑战不确定性 。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浙商行动力更积极主动 ， 以
“

行易知难
”

的执行观 ， 弥补要

素存量的劣势乃至错误决策的损失 （杨轶清 ，
2 0 0 9

） 。 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 快速
“

建立
一

种新

的生产函数
”

。 在创业环境不佳需要勇气冒险的早期阶段 ，浙商的这
一禀赋特征优势更为明显 。

草根起步的浙商在创业初期 ，除了企业家精神 ，其他资源要素往往
一

无所有 。 这是典型的在资源

匮乏环境下的机会识别和兑现过程 。 与其他省市的企业家相 比 ’浙商的风险偏好更为突 出 （ 杨轶清
，

2 0 0 9 ） 。 特别是早期创业的浙商 ，其行为风格符合小数定律即
“

彩票现象一低估中高概率 ，高估极小

概率
”

。 这种行为模式是浙商大面积生成的逻辑前提 ，
而浙江务实 、事功 、重商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为之

创造 了社会土壤。

一方面浙江的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业生存压力大 ，
因此进人工

商业的机会成本低 ； 另
一

方面地域文化价值观对 自 主创业的激励和对失败的宽容 。 这样的价值观和

思维行为特征 ，
促进 了大量浙江人潜在企业家禀赋的外化和显化。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浙江人 口 ，尤其是浙商群体结构中 的特殊性 ：异质性人力资本即企业家资源在人 口 总

量 中 占比较高 、数量较多 ；

工商业地方性知识即非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在知识总量中 占比较高 、存量丰

富 ；重商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即企业家精神突 出 。 浙江人 口 的这些特征降低了对编码知＾ 3

、即受教育

水平的依赖 。

与此对应 ，浙商企业家禀赋的三个维度——非编码信息优势和创业知识的易流动性 、不确定环境

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 ，共同形成了浙江人的
“

低受教育程度和高创业能力
”

现象 。

创业教育不同于
一

般的学历教育 ，创业知识的来源和流动亦异于其他编码知识 。 发现浙商的这
一

特

点 ，对提高人 口素质特别是人 口创业创新能力有较大启示和现实意义 。

但是 ， 以
“

低学历 、高效率
”

为特征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不同 的阶段匹配性 ， 在短缺经济

和市场经济早期特别有效 。 基于隐性知识的个人直感决策效率较高但稳定性较差 ，在面对复杂问题

和异动情境的时候 ，
因为

“

小数据
”

的局限性和隐性知识的内生强化性 ，
可能影响决策质量 。 在市场竞

争进人到规范化 、体系化的新阶段 ’浙商传统模式遭遇挑战 ，先发优势和先天优势开始削弱。

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 ，人 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力的领

先优势
，需要在学习机制 、知识结构 、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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