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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生活在这个
科 技 涌 动 的 时
代，一切事物仿
佛都以一种风驰
电 掣 的 速 度 后

退，电子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尤其
如此。近期一项调查显示，53.4%
的受访者表示会追求最新的科技
产品，42.6%的受访者不到一年就
会换一次科技产品。年轻人盲目
追求科技产品，竞相攀比成风，毫
无疑问是掉进了“消费主义”的温
柔陷阱。沉浸在最新款式的手机、
电脑等产品的深度陶醉中，炫耀着
自己的品位与身份，并不必然带来
科学探索的憧憬以及科学职业的
向往，也不必然带来科技的大生产
和大迸发，人们反而更容易在科技
产品的麻醉中，渐渐迷失自我。

别掉进消费主义陷阱

在中国这么
一个超大型国家

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
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
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回想一下
过去的 60 多年，中国遇到过多少沟
沟坎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
了，但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
么过来的？关键是我们能够“组织
起来”。我们的组织、整合和规划能
力比较强，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我们
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中国今天

“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
1949 年 以 来 形 成 的 最 大 财 富 之
一。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
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艰
难险阻，在更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
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组织起来是中国优势

余额宝的推出，最先挑动的是
银行理财业务的神经，因为余额宝
和银行理财产品都对储蓄存款具有
较强的替代作用。从投资的特性看
来，由于定位不同的客户群体，目前
两者并不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但
长期来看，余额宝等网络理财产品
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潜在影响不可小
觑。不过，银行理财也面临机会。
随着金融市场主体的不断衍生分
化，社会融资方式的逐步细分，金融
抑制的逐步改善，将有更多的基础
资产类别成为银行理财产品的可选
择标的。如何将精细化的客户体验
与资产端的风险管理相结合，对银
行理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银行理财的危与机

由经济日报
社中经产业景气
指数研究中心和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共同编制的 2014 年三季度中经家
电产业景气指数于 10 月 27 日发
布。指数显示，2014 年三季度，中
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为 96.5，比上
季度回升 0.3 点。中经家电产业预
警指数为 86.7，比上季度回升 6.7
点，由偏冷的“浅蓝灯区”上限回升
至正常稳定的“绿灯区”下限。受内
销市场不旺影响，家电业库存压力
加大。经初步季节调整，截至三季
度末，家电行业产成品资金为 956.9
亿元，同比增长 9.9%，比上季度加
快2.6个百分点，同比增速连续两个
季度高于主营业务收入。不过，家
电出口保持升势，对行业平稳运行
构成一定支撑。

家电业库存压力加大

本报记者 徐峻

民营企业起始于产权明晰的改
革，整整激发了民营经济 30 多年的
体制和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快速
成长起来。从乡镇企业到家庭企
业，再到股份合作制企业，整个民营
企业都是围绕产权改革进行。台州
得改革风气之先，既是家庭企业这
一温州模式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
股份合作制无可争议的发源地，触
摸到中国现代经济改革史的第一缕
阳光。

民营企业，无论是以家庭血缘
为纽带的产权结构，还是股份合作
制的产权结构，都是以产权明晰为
前提为基础。正是这种体制优势最
大限度激发了市场活力，创造了中
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神话。不
夸张地说，没有台州股份合作制的
创造，就没有后来完整意义上的民
营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
直把民营经济称之为“温州模式”，
至少应改为“温台模式”更符合事
实。

又到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中国
改革又到了一个新元年，新的一轮
改革又开始出发。承担着对社会发
展“暸望哨”角色的新闻记者，把“瞭
望”聚焦于台州民营企业，对准产权
结构这个民营企业最核心要素进行

观察，无疑是寻找到了一个对改革
观察和记录的最佳窗口。事实也证
明了这一点。

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撬动整个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因为产
权明晰的体制优势给市场经济带来
了巨大活力。产权明晰是市场活力
的源泉。家庭企业、家族企业、股份
合作制企业、上市企业，都是产权明
晰的企业。与市场经济最匹配的肯
定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市场经济最
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产权明晰的
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决定
性作用。这是经济规律，是实践反
复证明的。

30 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更多
从家庭产权结构走向股份合作制
的产权结构。我们讲民营经济体
制优势减弱，主要指家庭产权结构
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表现出力
不从心的疲态，家族化企业遭遇到
不少“瓶颈”式的挑战。“企业做精
做优做强做大，做百年老店，仅仅
靠夫妻老婆店是远远不够的，寻找
更多合作伙伴是最好办法”。台州
众多老板如是说，让记者怦然心
动，民营企业产权改革或许又将揭
开新的一页。

改革来自实践突破。台州民营
企业中涌动的股权重构改革，再次

让产权改革实践走在前列。从家庭
一股独大，到股权不断进行重构变
化；从家庭、家族垄断企业股权，到
引入外来资本和更多合伙人；从夫
妻股权结构，到向企业更多管理人
员配置股权激励。改革各种指向，
聚焦到股权稀释和股权重构这一主
线。预示着民营企业改革深化正在
加速和突破，预示着民营企业又一
股新活力迸发由此开启。这，是记
者这次台州调查的一个最大心得收
获。

走向现代企业是所有企业的选
择和追求。国际惯例，上市公司即
公众公司，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完
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严格规范的管
理，公认为现代企业。企业上市最
终结果，让一个家庭、家族或少数几
个人掌控股权的民营企业，蜕变为
一个对所有股民负责的公众公司。
这一质的飞跃，进步意义是不言而
喻的。全球 500 强企业，95％是上
市公司。台州已经有 31 家企业成
功上市，成为现代企业。记者这次
调查，欣喜看到有许多企业积极筹
备上市，有更多企业表示今后总有
一天也会走向上市。这种趋向表
明，台州民营企业蕴藏着走向现代
企业的强烈愿望。这正是一个改革
的大方向。

寻找更多合伙人，成为台州民

营企业股权重构改革的一种重要
选择。最早创造股份合作制的台
州民营企业，深深懂得一个道理，
家庭作坊、夫妻老婆店、家族化企
业，永远是做不大的。只有寻找更
多合伙人，厂厂联合，强强联手，兼
并重构，包括引进各种创投私募基
金，才能让企业做大做强。记者在
调查中发现，台州多数民企把寻找
合伙人作为走出困境和快速成长
的有效路径。有两个或若干个企
业合并，有走出去兼并重组，有引
入各种投资基金，有聘请专业经理
人。共同的指向是，原先家庭家族
股权结构正在静悄悄发生变化。
寻找合伙人过程，也就是股权重构
的改革过程。这种改革，把家庭家
族一股独大的现状，通过股权稀
释，引进更多合伙人，引进更多资
金，引进更多市场优质资源，来激
发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大大提高
企业的竞争力。

对企业管理团队进行股权激
励，变“打工者”为“合伙人”，似乎成
为台州民企的共同选择。台州愈来
愈多的民营企业，愿意拿出 10％左
右股权，配置给管理团队。趋势呈
现有三：一是从几个经理高层股权
激励，走向整个管理团队股权激励；
二是少数企业股权激励，已经向中
层骨干甚至向少量优秀普通员工扩

大；三是愈来愈重视向研发团队和
核心科技人才倾斜。这种股权激励
改革，无疑会大大激发企业动力和
市场活力。

股权激励改革，实质是把企业
一小部分产权分置给企业核心管理
团队，让这部分人成为企业股份拥
有者，完成了从高级“打工者”向合
伙人的转变。合伙人对企业的忠诚
度、凝聚力、贡献率，都不是打工者
可比的。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向核
心科技人才重点配置股权激励，会
成为今后民企一个大趋势。在科技
创新可以决定企业发展命运的今
天，民企股权改革呈现出来的这个
特点和趋势，值得高度重视和肯定。

改革是最大红利。台州民营企
业的股权重构，是一场激活民企新
活力的深刻改革。以家庭家族基本
掌控产权的民营企业，原先体制优
势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逐渐消退，各
种形式的股权重构改革，恰逢其
时。它会给民企带来一股更加强盛
和新鲜的活力。

稀释股权是一个大趋势。尽管
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进程，台州民
企当下稀释股权也仅仅迈出了一小
步。但股权向更多合伙人流动，民
企家庭家族化程度在逐渐下降。这
恰恰是民企走向现代企业的必由之
路。

改革释放的动力是巨大的。台
州股权重构改革，是股份合作制的
一次再深化，是民营经济一次质的
飞跃，是市场活力的一次再激发。
这场改革会再次引领民营经济的发
展，会再次加快民营企业的转型，会
再次为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值得
关注，值得期待。

股权改革：激发民企新活力
——台州经济改革观察之二

本报杭州10月27日讯
记者 李倩

尽管面临依旧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形势，但浙江经济的前三季
度主要指标仍实现了稳中有升、
转中向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
开新闻发布会，前三季度全省生
产总值 27822 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7.4%，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
年分别回升 0.4 和 0.2 个百分点。
从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到
上半年 GDP 增长 7.2%，再到前三
季度增长 7.4%，浙江经济划出一
条稳步上扬的曲线。

“前三季度，浙江经济运行依
然保持稳中有升态势，总体是健
康的、正常的。但在世界经济复
苏不及预期，外需增长放缓的大
环境下，浙江经济下行压力也不
小，要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
标还需付出更大努力。”省统计局
副局长王杰表示。

自 2009 年开始，我省 GDP 增
速结束连续 19 年的两位数增长，
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经
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却始终在稳步
提升。

农业稳步增长。前三季度，
农、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8%和
2% ，林、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
1.5%和 5.3%。生态效益农业持
续发展。蔬菜、花卉、药材播种面
积均有所增长，林业和畜牧业略
降，渔业生产稳定。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比 同 期
GDP 高出 1 个百分点，对 GDP 增
长贡献率达 51.2%。规模以上工
业新产品产值增长 21%，新产品
产值率为 27.6%，同比提高 3.4 个
百分点。装备制造、高新技术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3%、8.7%和 8.6%，增幅均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八大高耗能行业
增加值仅增长 3.4%。规模以上
工 业 单 位 增 加 值 能 耗 下 降
8.9% 。 前 三 季 度 ，三 产 投 资
11062 亿元，增长 20.6%，比投资
总额增速高4.6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还有发展势头正

旺的信息经济。前三季度，规模
以上工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8.9%；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
业收入增长 17.5%；实现网络零
售3796亿元，增长53.9%，相当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1.2%。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来看，外贸、投资、消费都开始
发力。进出口明显回升。前三季
度，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2%。
其中，出口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出口增速在全国出口前 4
位省市中排名第一。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9 月当
月我省出口 1480.9 亿元，同比增
长 15.4%，月度出口增速创年内
新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依
然很多，但外需明显有所改善。”
王杰分析。

同样创下新高的还有规上工
业增速。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 9029 亿元，增长 6.6%，
增幅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升
0.4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9 月份
增长7.4%，为年内新高。

民间投资持续发力。前三季
度，固定资产投资 17139 亿元，增
长 16%。其中，民间投资 10556
亿元，增长 17.1%，占投资总额的
61.6%。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2151 亿元，增长 11.9%，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5%，增
幅基本与上半年持平。其中，9
月份回升明显，增长12.1%。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收窄。前
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
期上涨 2.4%。食品、娱乐教育文
化用品及服务、居住、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交通和通信价格涨
幅均不太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1%。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快
于城镇。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5156 元 ，增 长
9.8%，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实际
增长 7.2%，实际增幅与上半年持
平。

浙江经济划出一条稳步上扬的曲线

前三季，浙江GDP 7.4%
全省前三季度经济数据

一产增加值

1153亿元⬆1.1%

固定资产投资17139亿元，⬆16%

其中，民间投资10556亿元，⬆17.1%，占投资总额的61.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51亿元，⬆11.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10.5%

进出口总额16331亿元，比去年同期⬆5.2%，

其中，出口12481亿元，⬆8.6%，进口3849亿元，⬇4.6%

三产增加值

12819亿元⬆8.4%

二产增加值

13850亿元⬆6.9%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2.4%，涨幅比上半年⬇0.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1%，购进价格同比⬇1.6%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56元，⬆9.8%，扣除价格影响因素，

实际⬆7.2%，其中，城镇居民30864 元，农村居民15523 元，

分别⬆9.2%和10.8%

GDP
27822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去年同期⬆7.4%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去年同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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