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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义乌“戚家军”抗倭，以章太炎、蔡元培、陶成

章、徐锡麟、秋瑾等浙江革命志士为主体的光复会

……， 一脉相承的是浙江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的

完美结合。 而这些根植于历史传统中的自主意识

和战斗精神， 为浙商精神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历史

和文化基础。 民营经济的崛起是中国 5000 年历史

上最伟大的一次平民革命，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

过那么多人卷入那么一场人人奋斗求自我解放、
进而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和平运动。 而正是那些宝

贵的历史文化底蕴让浙商精神站在了中国崛起的

前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这种浙商精神也对浙大

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求是精神”是历

代浙大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瑰宝。

新时代浙商精神的历史方位

陈国权 陈洁琼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回顾浙商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近代以来，还是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创造了一个个商业传奇。 在这

辉煌商业历史的背后， 都以浙商所具备的独特精

神作为引领和支撑。 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浙商

的精神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

审时度势中与时俱进。 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浙

商必然面临着新经济、新政治的挑战和机遇，浙商

只有在新时代中找准浙商精神的历史方位， 才能

引领中国经济腾飞，再创辉煌成就。

一、浙商精神引领下的经济腾飞

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崛起与成

长， 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期不可忽视的一股力

量。浙江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背后折射出浙商的勤

劳智慧和审时度势的能力。浙商是中国沿海地区极

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活跃于海内外各行各业的

商业舞台，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排行榜上，约有三

分之一是浙商。浙商的蓬勃发展以及浙江民营经济

的良好发展态势，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的关

注和兴趣。浙商数十年的斐然成就不只是改革洪流

中偶然溅起的一朵浪花，更是浙商长期沉淀而来的

独特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必然彰显。
改革开放前期，浙商发扬了“走尽千山万水、

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

创业精神，成就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辉煌。 1978 年，

浙江省 GDP 总量为 123.72 亿元， 位居全国第 12
位，2016 年的 GDP 已经增长到了 47251.36 亿元，
是 1978 年的 382 倍， 且多年来浙江省的 GDP 总

量稳居全国第 4 位。 其中，浙江省的私营经济贡献

了将近半壁江山，仅从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总产值看，浙江私营企业就高达 28399.15 亿元，
占总值 68953.40 亿元的 41%左右。 浙江经济的腾

飞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 这背后折射出浙

商在改革开放初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 “四千精

神”、“三板精神”和“两吃精神”都试图对这一阶段

的浙商精神进行提炼和刻画。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民营企业

的自身局限异常突出， 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很大

创伤。 浙江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以中小企业为主；
企业产品附加值不高，以加工产品为主；高技术产

业占比低， 以低端产业为主等问题都制约着浙江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产

业结构，还是管理模式都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浙商的以“千方百计提

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
千方百计改善管理”为内涵的“新四千精神”应运

而生。 如果说原有的“四千精神”概括了浙商艰苦

创业的精神，那么“新四千精神”则是刻画了经济

转型升级时浙商不破不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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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千精神”的提炼，到“新四千精神”的再

定义反映了社会各界试图对浙商具备的独特精神

作出一种较为精准的归纳。 但也由此可见，浙商精

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是

一种与时俱进的商业精神。

二、新时代呼唤浙商精神再升华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

代”的概念，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进入“新

时代”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意味着外部环境的诸多

变化，浙商若要在“新时代”中勇立潮头，必然需要

有一种新的浙商精神与之相适应。 那么，对新时代

浙商精神的提炼，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

新的时代， 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商业精神能

够让自己勇立潮头， 能够在竞争中占领先机；第

二，浙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缩影，如果要引领这

个时代的发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在回答这

两个核心问题之前， 首先需要回到新时代具有什

么样的特征的讨论上来。 只有先明晰我们处于什

么样的历史方位， 才能研判当下以及未来需要什

么样的浙商精神来与之相匹配。
新时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 我们做研究

时可以将新时代的概念放在新经济、新政治、新社

会这样一个思维框架来分析。 对于新时代浙商精

神命题的破解可以拆分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在

新的经济环境下， 我们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精神

才可以胜出？对新经济怎样去展望和研判？因为未

来的不确定性很强，所以，一方面，对未来新经济

形势的准确判断， 直接关系到未来企业家所应具

备的精神讨论；另一方面，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

的精神来应对这样未来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值得讨

论。 第二，在新的政治生态下，企业家应该与政府

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当前的政治环境的主要变化

是什么？ 未来还有可能存在哪些变革趋势？

三、新经济格局下弘扬企业公共精神

对于新经济的讨论和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广

泛，不同的学者基于视角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站

在中国企业的视角来看，相比于前两个阶段，中国

的新经济至少蕴含了两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一是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全面加深给企业带来的竞争挑

战； 二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企业带来

的变革压力。 经济全球化要求浙商具备全球的视

野来看待全球的问题，文化的差异、资源整合等要

素都应当被考虑在商业创新之中。 互联网、 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的

变革了现有的商业模式， 颠覆了消费者的生活习

惯，重塑了用户的价值理念。 新技术日新月异，尤

其是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推动

了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产品创新。 近年来涌

现出一大批新概念，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

金融”等，都体现了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求新求变

的发展思路， 展现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

融合的趋势。 从另一个层面看，数字技术、信息技

术又是驱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深的一股革命性力

量。 它正在不断破除地域的限制，“海淘”、“全球

购”等新经济现象的出现，越来越表明技术驱动下

经济、社会形态重塑的强烈需求。
当前新产业、 新业态、 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

现， 但对于新经济到底是什么， 我们需要继续展

望。 当下讨论新浙商精神的时候，应该成为新经济

条件下优秀商业精神的一种探索， 如果无法准确

把握新经济，就很难提炼出新商业精神。 企业家是

新经济中最为敏感和最有前瞻性的群体， 在新经

济格局下，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浙商自身对

此的思考尤其值得重视。 2016 年，马云曾在浙江

商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之际提出“千差万别、千

变万化、千思万想、千家万户”的“3.0 版本的四千

精神”来适应新经济发展。 2018 年 1 月 16 日，阿

里巴巴集团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新经济、新智库”
的会议。 会议上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热词：一是“共

享”，二是“普惠”。 回顾这几年的商业创新模式，如

“网约顺丰车”、“共享单车”、“Airbnb”等以互联网

技术、平台作为支撑，在“共享”、“普惠”的价值理

念中蓬勃发展起来了。 而在传统 的 思 维 中，“共

享”、“普惠”问题恰恰是政府需要解决和思考的问

题，比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就强调“共享”和

“普惠”原则。 还有就是具有公有制背景的国有企

业， 国有企业可以分为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为目

标的国有企业和提供商品的国有企业， 其中提供

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国有企业， 显然需要像政府一

样具备公共精神。 但是， 现在民营企业也在强调

“共享普惠”和“公共精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

究的现象。

陈国权 陈洁琼：新时代浙商精神的历史方位

72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4 期

这些现象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即在未

来新经济中， 企业家在初创时期强调对企业利润

的追求，只有先有盈利，才能使企业在异常激烈的

竞争中存活下去，但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仅仅以盈

利作为企业的价值追求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在

这些会议上许多大企业家的发言折射出其背后的

价值关怀， 而这些价值关怀是有别于一般中小企

业的， 他们正在更多的强调和关注企业的社会责

任和公共精神。 这是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之后的

一种价值选择， 同时也是小企业要成长为大企业

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引领和先决条件。
当下强调的公共精神、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

其内核是与传统“义利并举”的浙商精神一脉相承

的。 “义利并举”的商业精神曾经携领浙商成就非

凡的商业传奇， 当下话语体系中的 “公共精神”、
“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也将引领浙商在未来的

新经济中突显优势和激发活力。

四、新政治格局中树立“亲清”浙商精神

中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 中国的

政治与经济之间紧密相连，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的同时，不得不格外关注中国的政治导向。 我们讨

论中国的新经济， 也就必须关注中国政治生态的

变化。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政商关系是一个国家经

济发展很关键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政治就必然呼唤新的浙商

精神，那么，这里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新政治具

有什么特征？ 新政治中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应该建

立什么样的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 许多官员因经济腐败问题

纷纷落马，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领导干部提出

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成为君子之交， 做到

“亲”、“清”两字。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这些论述奠

定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原则和方向。 习总书记

提出的“亲清”更多的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即官

员对企业家既要亲近，又要清廉，所以是“亲清”。
事实上，在新政治格局中，在回答浙商需要具备什

么精神时， 应该将这种讨论放在构建怎样的新型

政商关系的框架内。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

基于“亲”、“清”两个维度进行把握：

一方面，企业家需要与政府建立“亲近”的合

作关系。 事实上，企业家很需要这个精神，但是很

多企业家很排斥， 如果很排斥就处理不好和政府

的关系。 在今天中国这么一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的国家中， 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做大必须和政府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因为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

的经济制度决定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关键性资源。
“亲” 还有一层意思是强调企业与政府的真诚交

流。 比如，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轮的行政审批改

革的深化，“减政放权”、“政府流程再造”等涉及商

事的改革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如果要使

改革切中要害，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那么也少不

了企业家与政府的真诚沟通。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

业家与政府构建“亲近”的合作关系十分有必要。
另一方面，企业要真正永续发展，又必须和政

府保持“清廉”关系。 十八大以来一个显著的现象

是中国大量企业家因行贿等原因被关了起来，这

些企业家过去和政府官员关系“很好”，随着政府

官员的落马他们也纷纷倒台。 在强调政企合作的

同时，也要把握友好关系的尺度，不能逾越法律的

红线，坚守正派的经营方式，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避免行贿等腐败投机行为。 京东集团的刘强东在

今年的两会上也告诫创业者， 新时代更加强调正

道成功，构建亲情政商关系。 这也是企业家对于新

政治的清醒认识。
所以，在新政治中，企业家既需要加强与政府

合作关系，也要与政府保持清廉关系。 习总书记提

出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我们可以理解为

不只是针对政府官员，也是针对企业家的。 这也是

新政治中探索新浙商精神需要把握的原则和认清

的现实格局。
新时代是各领域处于重大变革的时期， 浙商

只有具备新的商业精神才能引领自身实现跨越式

发展， 才能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中扮演更为重要

的角色。 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再到浙江

省委书记车俊提出的“六个精神”以及我们今天对

新时代浙商精神的讨论， 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浙

商精神价值的重视。 从浙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
浙商精神的演变、升华和提炼始终需要结合经济、
政治、社会的外部变化。 只有这样，才能提炼出符

合当前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新浙商精神， 让浙商立

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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