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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发挥政府的作用 

方民生 

 

   政府怎么定位，是个大问题。兴业银行在发展报告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改革不是不

要政府，减少、淡化政府职能不是改革的中心。随着人类福利的增加，政府能力必须增强。

所谓政府能力，是指有效地采用并促进社会积极性行动的能力。但现在许多政府是在缺乏资

源或能力的条件下，试图办过多的事，结果往往过大于功。 

    从浙江来看，社会对政府的作用有很多议论，说上海是强政府，浙江是弱政府。什么叫

强？什么叫弱？从浙江的实践看，所谓弱政府是指浙江政府对企业流动的干预比较少。我感

到这种弱是可以的，是弱得可爱，对浙江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浙江各地也不一样。

温州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给老百姓挡风险，

政府在老百姓和中央之间起缓冲作用。但在九十年代中期后情况变化了，政府的作用比过去

强了一些，具体体现在二次创业上，在推动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上。这时如再不强化政府在这

方面的作用，温州经济发展就很危险了。有的地方政府一开始就很强，如义乌。义乌小商品

市场可以说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就没有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浙江全省

来看，政府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变化。九十年代末期以后，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

除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治理大江大海，预防天灾工作做了不少。上届政府提出，哪怕砸锅卖

铁，也要把千里海滩建起来。二是搞高速公路，已建 1350 公里。三是抓教育投入。上世纪末，

浙江加大力度发展教育，特别是民办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四是去年在全国最早提出解

决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最近浙江科技厅搞网上科技市场，提的口号是浙江的钱全国用，

全国的人才浙江用，效果也很好。短短两个月，浙江各企业推出网上招标项目 800 多个，投

入 60多亿元。这些是政府该干的，政府强应该强在这里。 

    我感到发挥政府作用方面，目前迫切需要解决 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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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府要从对企业产品的扶持转向对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业环境营造。现在政府仍

在按计划经济的惯性运行，如制订产业政策，要扶持什么，培育什么，要搞大批大企业、名

牌企业、上百亿元企业，要有多少产品在全国占什么地位，等等。效果如何呢？麦克·波特

在《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中讲得很清楚。他认为产业政策是建立在高度简化又有问题的精

神假设之上的，对国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在产业政策盈利的国家，如法国、日本、韩国，

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开始怀疑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政府的扶植、补贴是否有效。我

国的实践也证明，国家的很多产业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政府是发动机”，而这个发动

机的着力点应该是营造公平竞争高效运作发展环境，为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的延续创造条件。

这方面，现在似乎已取得共识，但在实践上往往侧重于产业政策的扶持，而且有些做法可能

有损于企业的国际竞争，事与愿违。因此，在对企业的扶持方式与政策的选择上要有根本性

的转变。在营造环境上，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一是竞相降低地价，竞相用多种优

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好处是 GDP 增长了，就业扩大了。但用 GDP 来比，那就不一定了。老百

姓的实惠不是很多，相反资源给人家占了。二是大搞开发区、工业园。波特说产业集群是一

个国家创造力的源泉。他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时，创新有区域化的趋势，就是在一个地方

把各种资源集中起来。这个集群不仅是制造业基地，还是个创业基地，是个创新链。而现在

工业园、开发区遍地开花，不仅达不到产业集群的要求，而且土地耗费很大，再过几年，新

来的市长、书记就没有土地了。 

    2、要在强化基础竞争力上下功夫。基础竞争力是由基础设施和国民素质构成的。传统意

义上的基础设施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也

已列入政府的规划并正在积极地推进。最困难的是“国民素质”的提高。高等教育近年来发

展也很快，政府在科技发展上的投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正在提升，显示了政府的重视。但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大专毕业生在我国已算不错了。但在发达国

家还只够上普通工人的就业资格，因此高等教育还大有发展的空间。除了知识教育外还要有

技能教育，需要培训出大量能生产出精巧产品的技术工人，因此教育的发展是无限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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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水平 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属于大文化的内涵之中。除了教育和科技

之外，还有狭义的文化，这类文化对国民素质的影响极大。要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

积极建设各种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准公共文化产品，以便大大提高国民的文化素

养。只有“硬基础”与“软基础”都强了，才能使经济社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和成长的能力。 

    3、组建符合世界市场要求的行业协会。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职能应让行业协会去执行。在

改革的进程中，许多地方已建立了不少行业协会，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绝大多数是“第

二政府”机构，还是按行政办法运作；或者是徒有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据说，真正

按市场经济要求组建的只有像“温州商会”那样很少几个，温州烟具协会在这次应对 WTO 的

挑战中已显示其威力，温州行业协会的经验值得推广。各级政府应把健全和组建符合市场经

济要求的行业协会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正义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举措。 

    4、加强国际经济的研究。目前，我国从事国际经济研究的力量非常薄弱，这与对外开放

的要求很不适应。应把现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办好真正能起作用的高水平的“WTO 研究中心”，

成为政府的国际信息中心和咨询研究机构，既为政府决策服务，又面向社会，为企业服务；

研究人员采用柔性结构，吸纳高水平的人才来从事此项研究。这种研究是提高国际竞争的基

础竞争力所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