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经济研究 

自 1978年至今，伴随着国民经济整 

体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东西部地区在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也达到了一个 

危险的地步，并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 

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文献 

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证明：东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是内生于东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不同发 

展绩效的。也就是说，西部地区民营企业 

的发展态势正在逐渐成为影响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意识到这一 

点，解释不同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差 

异便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相关文 

献近年来也显得异常丰富。 

虽然近年来西部民营企业发展速度 

较快，与东部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两 

者的绝对差距却仍在持续扩大，特别是在 
一 些关键指标上，西部仍无上乘表现，在 

短期内难以普遍赶上来 (孙早、刘靠柱， 

2004)。很多研究从自然地理条件、财政分 

权(Qian and Xu，1999、制度变迁等角度对 

东西部地区间民营企业发展差距问题作 

了深入地探讨，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 

论。 

弗朗西斯 ·福山(1995)认为，文化因 

素和经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忽略文化 

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正是不同 

的文化传统导致了美、英、法、德、意以及 

亚洲各国之间不同的社会信任度，进而导 

致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发展绩效。格 

雷夫 (A．Grief，1994，1998)在考察了中世 

纪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人文化差异对其 

经济活动形式的影响。正是受穆斯林社会 

价值观限制了马格里布人在扩展对外贸 

易代理关系时与非马格里布人之间的合 

作，而热那亚人受基督教个体主义文化的 

影响，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了开放式的关系 

扩展。不同文化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形式直 

接决定了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人经济和社 

会发展绩效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地区大多远离 

历代统治中心地域和海洋文化的影响，而 

且又为众多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必然与 

东部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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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这多少也会影响到当地民营企业的 

发展。接下来从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文化 

和地区文化3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东西部 

地区不同的人文制度环境对当地民营企 

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以浙江和陕西两省 

的情况为个案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

、自然地理文化 

我国东部地区多平原，地少人多，人 

地矛盾比较突出。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就要 

求当地人民精耕细作，细致入微，当地的 

社会文化体现出了 “能握微资以自营殖”、 

“小中见大”的特点。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 

就是从人们不屑一顾的弹棉花、小纽扣、 

小牙刷、小五金等小商品做起，占领了大 

市场。扬州“三笑”集团凭着一支牙刷打天 

下，全年销售额数十亿元，全国市场占有 

率达一半以上。浙江温帅i民营企业凭着 

“小商品”开拓 “大市场”走在了全国的前 

列 ，柳市镇改革开放出的“八大王”均是从 

小处着眼的典型。此外，东部地区靠近海 

岸，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比较灵活、善于变通、“人事机巧”，“股份 

合作制企业”就是温州人灵活、善于变通 

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与此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 

多草原 、高原和山脉，由此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草原文化和高原文化。当地社会文化 

也因之形成了一种求大、粗犷、豪放的社 

会风气，人们在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中 

常以“大”为荣。历史上种地不以亩计算， 

而用垧 (相当于江南等地的四亩地)，“银 

数不计奇零。如至两不计分厘，至百十不 

计钱分”。其中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群山 

环绕，北有横山山脉，西有子午岭 ，向东以 

黄河天然与晋地隔离，地形较为封闭；南 

部以山地为主 ，位于秦岭山脉和巴山山脉 

之间，交通不便；中部有秦川平原，三面环 

山，东面临水，与外地天然相隔。在这种较 

为封闭的地形环境中积累沉淀下来的三 

秦文化就表现为开拓进取精神不够，封闭 

保守过多。另外 ，关中地区平原地带是中 

国古代重要的农耕地区之一，农业经济使 

三秦文化中具有了农耕文化的特征 ，表现 

为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重农轻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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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这 

种文化的约束和阻碍。 

二、历史文化 

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其独特的 

地形和地理条件，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在此 

建都，仅长安一地建都时间就长达一千多 

年。当时，陕西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 ，交通开始发达起来，受其影响，尤 

其是汉唐盛世的文化精神，如开放改革、 

融合纳新、开拓创新等精神，在早期历史 

阶段呈现出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但唐代 

以后，国都迁出关中，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此后 ，地理环境 ，特别 

是地形封闭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暴露出来 ， 

使得宋元以来的三秦文化逐步趋于封闭 

保守。加之小农经济的影响，文化中逐渐 

孕育出了一种怀旧历史惰性，安于现状， 

重土乐天，知足常乐，即使对现实产生不 

满情绪也不去积极努力、开拓创新，更多 

的时候是回想昔日的盛况，以消除心理上 

的不满。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的熏陶 

下，尤其在民营企业还得不到合法地位的 

时候，当地的政治官员和人们更加不敢冒 

进，来个什么“陕西模式”或“关中模式”的 

创新发明了。 

相反，国都的南移使得南方逐渐成为 

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经济也随 

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北宋时期， 

东南沿海地区就有普通工商业者的作坊， 

有追求经济利润的活动，私人经济的萌芽 

最早也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据史载，在 

北宋，温扑I就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 

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小型作坊或 

机织家庭的专称。在 18世纪近代海运交 

通兴起以前，苏扑『就已成为全国性米粮市 

场贸易中心。辛亥革命前，江苏地区就发 

现了不少的榨油大作坊和工厂。明代早 

期，浙江台JJ1I、I市自然经济就开始分化，手 

工业和商业就有较大发展。《嘉靖太平县 

志 ·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 

民不越乐，以农商为主。向有为贾者，盐利 

大，鱼次之。已而商次之，工又次之。”温JJJ、I 

现在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鞋业基地，而在历 

史上，清末温帅I就已出现了制鞋业 ，20世 

纪30年代温州皮鞋已成名品。可以看出， 

东部沿海地区从宋代以后就一直有着强 

烈的经商意识和传统，当邓小平提出改革 

开放后，政策环境稍一好转，民营企业便 

大量涌现。1978年下半年，温州柳市镇有 

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在外部宽松政 

策的催化下，1981年已发展到了 300多 

家。 

三、区域文化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 

儒家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不同的历 

史地理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形成了不 

同的区域文化，如晋楚文化、巴蜀文化、关 

中文化 、吴文化等。受不同的区域文化中 

所体现的不同文化思想内涵对各地的社 

会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 

陕西的关中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底蕴，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其伦理观念的核 

心是仁义，“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认为 

“义，利之本也 ；义利之足也，有义然后有 

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整体 

为本体 ，追求圣贤的思想人格，以公灭私 、 

德本财末。这些文化思想形成了当地人不 

善经商，忽视富商豪贾对经济发展作用的 

传统思想。而“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则 

体现了温州的地域文化。出生于温州永嘉 

县的学者、思想家叶适，集中了 “永康学 

派”、“金华学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学 

派”所倡导的 “事功学说”加以丰富和提 

高，形成了一种追求功利、务实求效的思 

想体系，对后来温JJ1I、I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 

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 “重农抑 

商”的思想，提出了“以利和义”、“义利并 

举”的主张，在物质和道义的关系上，摒弃 

了那种“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重义 

轻利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温州人 

强烈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自宋朝以 

来，温州人就学会了运用自然资源进行商 

品生产，形成了“为市场而生产”的传统。 

另外，“永嘉学派”中务实求效的思想，既 

不做空洞的玄学讨论，也不理会外部环境 

的风云变幻。自始至终追求 “经世致用”， 

孕育了温州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千万” 

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 

千方万计，道尽千言万语，不惜千辛万苦， 

争得千斤万银。目前，浙江省已有几百万 

人在外地务工经商，在北京、天津、新疆、 

河北、广西等地兴办了20多个分市场，形 

成了颇具规模的“浙江村”、“温JJ’Iq街”、“义 

务市场”等。古已有之的重商传统，认定了 

市场是衣食父母，利润是终极目标。浙江 

温州人不因 “小”而不为，而是从市场出 

发，靠着“小商品”赢得了“大市场”。 

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 

半少数民族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 

族人口占了西部地区人口的绝大比重。除 

陕西、重庆、四川和甘肃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不到 10％以外，其余的均在 

20％以上，西藏最高为94．07％，其次为新 

疆 59．39％ ，云南的少数民族多达 20多 

个。这样，多民族文化，再加之传统宗教的 

密集分布，形成了西部独特的 “孤岛文 

化”。同一个文化团体中的人们在交易和 

交往过程中，由于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 

对自己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非常熟悉， 

协调成本相对较低，企业的交易和分工也 

就越发达，企业发展也就越快。但处于不 

同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人们对外来 

文化的排斥 ，缺乏对别种文化的了解和认 

同，甚至不同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习惯和 

规则是相互冲突的，再加之不同民族之间 

语言的障碍，这导致跨民族、跨宗教的(不 

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和交易的协调成 

本很高，难以进行或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率 

的交易，企业间的交易和分工也就越落 

后，企业发展就越慢。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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