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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驾驭经济能力：在实践与探索中提高 

吴翔阳   王凌 

——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在宁波的实践 

执政党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就是指执政党运用各种手段、方式与制度，在领导、指挥、调控经济、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其衡量标准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标准，关键是通过必要手段、调动一切力量、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

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纵观世界各

国，执政党无不把经济发展作为其执政的基础，而且是第一根基。经济发展不好甚至糟糕的国家，执政党更迭频繁、受到换位的威

胁更是习以为常。西方社会党派之间的执政的争斗，无不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福利作为争取民众

支持的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仅要

解决为什么发展，而且要解决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

的能力，努力促进宁波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明确了四个“着力”点: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转型发展、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谐

发展。做到“五个坚持”：坚持以“好、快、稳”作为三大支点，在好中求快；坚持以优化结构为重心；坚持以节能降耗为突破

口；坚持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源；坚持以民生问题为落脚点。实现“五个立足”，推动“五个发展”：立足好中求快，推动又好又快

发展；立足优化结构，推动转型发展；立足节能降耗，推动持续发展；立足改革开放，推动创新发展；立足统筹协调，推动和谐发

展。 

   

第一节 宁波传统产业的发展与成长方式的转变 

 

民营企业是宁波经济活力之源。宁波民营经济发端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乡镇企业，宁波乡镇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萌发、80年代崛

起、90年代壮大，入世后走向国际化。到90年代末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造就了宁波在纺织服

装、注塑机、家电业、金属制品、塑料和文具等在国内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宁波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服装业生产基地、

家电生产基地、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文具生产基地、塑料机械生产基地、塑料及模具生产基地。 

宁波市传统产业的发展非常出色，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供给能力。服装产业是宁波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行业之一，也是宁波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2004年服装生产能力近14亿件(套)，占全国服装生产总数12%。宁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基

地，年生产量占国内注塑机年总产量1/2以上，占世界注塑机的1/3，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 但是，宁波传统产业仍处于粗

放型发展模式。一是，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不高。宁波传统产业大量集中在一些技术简单、投资不大、易于模仿、便于进入的粗

放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产品虽然在国内市场上品牌响亮，但是总体上，还没有摆脱价格竞争阶段，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小



企业绝大多数做的都是贴牌加工(ODM)，低价竟销成为这些企业抢占国内外市场份额的主要策略。二是，深度开发不够，核心技术

缺失严重。宁波传统产业生产的产品加工门类齐全、品种繁多、配给能力强，但总体来看，产品的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

企业往往只会生产零配件和系列附加，而集成产品的核心部件无法自主生产，企业核心技术普遍缺失。三是，传统产业创新能力严

重不足，产品更新周期偏长，雷同、重复、仿制甚至剽取新成果的现象比较突出。 

在资源约束越来越强、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民币币值持续攀升、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等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宁波传

统产业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要求转变传统产业的成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新发展，把转变传统产业成长方式作为转变宁波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来抓，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 

一是加快传统产业的知识化过程。所谓传统产业知识化，就是企业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加大内部管理

的强度，促使传统产业整体性提升技术层级、整体性强化管理创新能力、整体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传统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在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丰厚回报的诱导下，企业不断创新、提升产业层级的动力始终是存在的，但是

由于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创新风险承受能力小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传统产业知识化进程推进得并不快。这种产业层级演进的内

源性冲动，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推力介入，推进的速度会更快。这就为政府创新确立了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用制度建设钢化支持力

度，着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知识化的进程。 

   二是主动转移衰退产业集群。衰退产业是一个动态的相对概念，动态性是说任何产业都要经历幼稚、成长、成熟、衰退四个时

期，在技术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中，产业生命也在不断演化。今天是成熟产业，时过境迁，最后会变成衰退产业。相对性是指不同的

区域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东部地区技术过时、回报率偏低的产业，在西部看来，通过西部优势资源禀赋的补偿，可能还会

有存在的活力和继续发展的空间。在实践中，产业和技术的梯度转移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存在。因此，对于东南沿海发达地

区，促进传统产业纵向成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主动整合资源，适时淘汰衰退产业，促进产业层级的演进。 

三是造就社会要素聚集区。不同的产业对资源要素的指向性不同。资源分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自然要素主要是一些基本要素，

包括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初级工人等；社会要素更多的是一些高等要素，包括高技术人才及其创造力、科教机构和领

先学科、现代化的通讯网络等。基本要素状况如石油储量、人口、土地面积等，是“遗传”的或先天条件；高等要素需要长期的投

资，是“人造”的，后天开发的。对于传统产业来说，对自然要素的粗放型加工是产业的主要特点，自然要素禀赋的差异直接影响

产品价格高低的差异，从而对该产品的市场竞争地位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自然要素成为传统产业成长的直接指向。而技术密

集型产业对资源的依赖主要是社会要素，对知识、人才、技术、人文底蕴等高级要素的指向明显强于对自然要素的指向。产业层级

由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的背后，是产业对自然要素的直接指向，更多地转向对社会要素的直接指向。因此，

鉴于目前我市传统产业仍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现实，政府创新政策，优化发展环境，特别是重视社会要素的创造非常重要。

把宁波构建成为社会要素聚集区，为产业的提升提供充分的高级要素供给，是政府创新的重要目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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