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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是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是省委 、省政府的思想库

和智囊团 。近年来 ，省社科院在不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以改

革创新的精神和科学发展的思维 ，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 ，努力打造新型

智库的平台和品牌 ，取得了明显成效 。

“重大决策理论支撑课题研究”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平台之一 。 ２００８ 年起 ，在浙江

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 ，省社科院专门开设了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理论支撑课题研

究系列 ，由全院科研人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 、新问题和新要求 ，审时度势 ，集思广

益 ，准确选题 ，严谨论证 ，整合力量 ，集中攻关 ，为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

力支持 。

枟浙江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１年）枠收录了 ２０１１ 年浙江省社科院 １５ 项“重大决策理论支

撑课题”及 ６项子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浙江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浙江法制和文化建设等领域 。 主要有 ：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 ，加强基层社

会管理创新研究 ———浙江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创新与完善 ；“十二五”浙江实现 “两个同步”

的路径研究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充分发挥技术市场在创新型

省份建设中的作用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三上 、三下”走势及其对

浙江经济影响研究 ；当前浙江土地征收纠纷的现状和对策思考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

省” ——— 浙江文化建设的“新特点 、新趋势 、新突破” ；彰显文化资源特色优势 ，推动浙江文

化产业优质发展 ；关于创新浙江社会管理体制若干着力点的研究 ；“县域善治” ———基层社

会管理创新的理想选择和路径依赖等 ，共计 ２１项 。这些成果是省社科院 ２０１１年应用对策

研究成果的集中显示 。 其中 ，许多重要成果得到了省领导充分肯定并进入了政府决策 。

衷心希望这部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文集 ，能在助推理论研究的深化 、促

进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

编 　者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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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１２５）⋯⋯⋯⋯⋯⋯⋯⋯⋯⋯⋯⋯⋯⋯⋯⋯⋯⋯⋯⋯⋯⋯⋯⋯⋯⋯⋯

（八）强化政府金融办服务功能 ，为创新型企业上市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１２６）⋯⋯⋯⋯⋯⋯⋯⋯⋯⋯⋯⋯⋯⋯⋯⋯⋯⋯⋯⋯⋯⋯⋯⋯⋯⋯⋯⋯⋯

第六篇 　有效激活浙江创新服务平台 （１２８）⋯⋯⋯⋯⋯⋯⋯⋯⋯⋯⋯⋯⋯⋯⋯⋯⋯⋯⋯

一 、浙江创新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 （１２８）⋯⋯⋯⋯⋯⋯⋯⋯⋯⋯⋯⋯⋯⋯⋯⋯⋯⋯

（一）浙江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的政策背景 （１２８）⋯⋯⋯⋯⋯⋯⋯⋯⋯⋯⋯⋯⋯⋯

（二）浙江创新服务平台的发展过程 （１３０）⋯⋯⋯⋯⋯⋯⋯⋯⋯⋯⋯⋯⋯⋯⋯⋯

（三）浙江创新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 （１３１）⋯⋯⋯⋯⋯⋯⋯⋯⋯⋯⋯⋯⋯⋯⋯⋯

（四）浙江创新服务平台的组建形式 （１３１）⋯⋯⋯⋯⋯⋯⋯⋯⋯⋯⋯⋯⋯⋯⋯⋯

二 、激活浙江创新服务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３２）⋯⋯⋯⋯⋯⋯⋯⋯⋯⋯⋯⋯⋯⋯

（一）重复建设严重 （１３２）⋯⋯⋯⋯⋯⋯⋯⋯⋯⋯⋯⋯⋯⋯⋯⋯⋯⋯⋯⋯⋯⋯⋯

（二）存在重布局 、轻运行的现象 （１３３）⋯⋯⋯⋯⋯⋯⋯⋯⋯⋯⋯⋯⋯⋯⋯⋯⋯⋯

（三）环境配套滞后 （１３３）⋯⋯⋯⋯⋯⋯⋯⋯⋯⋯⋯⋯⋯⋯⋯⋯⋯⋯⋯⋯⋯⋯⋯

（四）运行机制僵化 （１３４）⋯⋯⋯⋯⋯⋯⋯⋯⋯⋯⋯⋯⋯⋯⋯⋯⋯⋯⋯⋯⋯⋯⋯

（五）行业平台与区域平台存在趋同化倾向 （１３４）⋯⋯⋯⋯⋯⋯⋯⋯⋯⋯⋯⋯⋯

（六）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不足 （１３５）⋯⋯⋯⋯⋯⋯⋯⋯⋯⋯⋯⋯⋯⋯⋯⋯⋯⋯

三 、国外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１３６）⋯⋯⋯⋯⋯⋯⋯⋯⋯⋯⋯⋯⋯⋯⋯⋯⋯⋯⋯⋯⋯

（一）国外创新平台建设背景 （１３６）⋯⋯⋯⋯⋯⋯⋯⋯⋯⋯⋯⋯⋯⋯⋯⋯⋯⋯⋯

（二）国外创新平台建设的主要做法 （１３７）⋯⋯⋯⋯⋯⋯⋯⋯⋯⋯⋯⋯⋯⋯⋯⋯

（三）发达国家创新平台建设的案例分析 （１３８）⋯⋯⋯⋯⋯⋯⋯⋯⋯⋯⋯⋯⋯⋯

四 、激活创新服务平台的政策建议 （１４６）⋯⋯⋯⋯⋯⋯⋯⋯⋯⋯⋯⋯⋯⋯⋯⋯⋯⋯

（一）培育创新资源配置力 ，提升创新平台有效性 （１４６）⋯⋯⋯⋯⋯⋯⋯⋯⋯⋯⋯

（二）差异化构建行业创新服务平台和区域创新服务平台 （１４８）⋯⋯⋯⋯⋯⋯⋯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１４８）⋯⋯⋯⋯⋯⋯⋯⋯⋯⋯⋯⋯⋯⋯⋯⋯⋯⋯

（四）加强和完善创新服务平台的运行机制 （１４９）⋯⋯⋯⋯⋯⋯⋯⋯⋯⋯⋯⋯⋯

课题调研案例 （１５２）⋯⋯⋯⋯⋯⋯⋯⋯⋯⋯⋯⋯⋯⋯⋯⋯⋯⋯⋯⋯⋯⋯⋯⋯⋯

第七篇 　 浙江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１５９）⋯⋯⋯⋯⋯⋯⋯⋯⋯⋯⋯⋯⋯⋯⋯

一 、浙江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现状与问题 （１５９）⋯⋯⋯⋯⋯⋯⋯⋯⋯⋯⋯⋯⋯

（一）浙江纺织产业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１５９）⋯⋯⋯⋯⋯⋯⋯⋯⋯⋯⋯⋯⋯⋯⋯

（二）浙江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一些做法 （１６２）⋯⋯⋯⋯⋯⋯⋯⋯⋯⋯⋯⋯

（三）浙江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１６４）⋯⋯⋯⋯⋯⋯⋯⋯⋯

二 、纺织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１６５）⋯⋯⋯⋯⋯⋯⋯⋯⋯⋯⋯⋯⋯⋯⋯⋯⋯

（一）发达国家纺织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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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达国家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特点与做法 （１６６）⋯⋯⋯⋯⋯⋯⋯⋯⋯

（三）启示 （１６８）⋯⋯⋯⋯⋯⋯⋯⋯⋯⋯⋯⋯⋯⋯⋯⋯⋯⋯⋯⋯⋯⋯⋯⋯⋯⋯⋯

三 、加快浙江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思路与对策 （１６９）⋯⋯⋯⋯⋯⋯⋯⋯⋯⋯⋯

（一）转型升级思路 （１６９）⋯⋯⋯⋯⋯⋯⋯⋯⋯⋯⋯⋯⋯⋯⋯⋯⋯⋯⋯⋯⋯⋯⋯

（二）主要对策 （１６９）⋯⋯⋯⋯⋯⋯⋯⋯⋯⋯⋯⋯⋯⋯⋯⋯⋯⋯⋯⋯⋯⋯⋯⋯⋯

第八篇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１７２）⋯⋯⋯⋯⋯⋯⋯⋯⋯⋯⋯⋯⋯

一 、加快舟山群岛新区城市化进程才能建好核心区壮大增长极 （１７２）⋯⋯⋯⋯⋯⋯

（一）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 （１７２）⋯⋯⋯⋯⋯⋯⋯

（二）壮大增长极建好核心区的机理与路径选择 （１７４）⋯⋯⋯⋯⋯⋯⋯⋯⋯⋯⋯

（三）以城市化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１７５）⋯⋯⋯⋯⋯⋯⋯⋯⋯⋯⋯⋯⋯⋯⋯

二 、借鉴国内外经验推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 （１７６）⋯⋯⋯⋯⋯⋯⋯⋯⋯⋯⋯⋯

（一）建设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特殊意义 （１７６）⋯⋯⋯⋯⋯⋯⋯⋯⋯⋯⋯⋯

（二）舟山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现实基础 （１７７）⋯⋯⋯⋯⋯⋯⋯⋯⋯⋯⋯⋯

（三）借鉴国际经验 ，分析现存“短板” （１７８）⋯⋯⋯⋯⋯⋯⋯⋯⋯⋯⋯⋯⋯⋯⋯⋯

（四）建设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若干政策建议 （１８０）⋯⋯⋯⋯⋯⋯⋯⋯⋯⋯

三 、探索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１８２）⋯⋯⋯⋯⋯⋯⋯⋯⋯⋯⋯⋯⋯⋯⋯⋯⋯⋯

（一）邮轮产业的发展是一种国际大趋势 （１８２）⋯⋯⋯⋯⋯⋯⋯⋯⋯⋯⋯⋯⋯⋯

（二）浙江发展邮轮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 （１８３）⋯⋯⋯⋯⋯⋯⋯⋯⋯

（三）加快布局和发展我省邮轮产业的对策建议 （１８４）⋯⋯⋯⋯⋯⋯⋯⋯⋯⋯⋯

子课题一 ：广东 、山东 、浙江三省海洋经济比较研究 （１８６）⋯⋯⋯⋯⋯⋯⋯⋯⋯⋯

子课题二 ：海洋经济国家战略下的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 （２０３）⋯⋯⋯⋯⋯

子课题三 ：邮轮产业 ：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新增长点 （２０９）⋯⋯⋯⋯⋯⋯⋯⋯⋯

第九篇 　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 ，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浙江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创新与完善 （２１７）⋯⋯⋯⋯⋯⋯⋯⋯⋯⋯⋯⋯⋯⋯

　第一部分 　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创新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背景 （２１７）⋯⋯⋯⋯⋯⋯⋯⋯⋯

一 、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之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 （２１８）⋯⋯⋯⋯⋯⋯⋯⋯

（一）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是顺应基层社会管理走向善治趋势的必由之路

（２１８）⋯⋯⋯⋯⋯⋯⋯⋯⋯⋯⋯⋯⋯⋯⋯⋯⋯⋯⋯⋯⋯⋯⋯⋯⋯⋯⋯⋯⋯

（二）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是融洽党群干群关系 ，调处社会矛盾与问题 ，

做好群众工作 ，推动和谐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 （２１８）⋯⋯⋯⋯⋯⋯⋯

（三）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是推进农村反腐倡廉工作的紧迫要求 （２１９）⋯⋯⋯

二 、权力制约与民主监督理论的中西方比较 ：必要的交代 （２１９）⋯⋯⋯⋯⋯⋯⋯⋯⋯

（一）西方政治监督理论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 ：“民主监督”的制度性缺失

（２２０）⋯⋯⋯⋯⋯⋯⋯⋯⋯⋯⋯⋯⋯⋯⋯⋯⋯⋯⋯⋯⋯⋯⋯⋯⋯⋯⋯⋯⋯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及其对资产阶级权力观的批判 （２２１）⋯⋯⋯⋯⋯

（三）中国特色 、本土实践中生长的民主监督理论 （２２２）⋯⋯⋯⋯⋯⋯⋯⋯⋯⋯⋯

（四）中国特色基层民主监督的要素与机制分析 （２２３）⋯⋯⋯⋯⋯⋯⋯⋯⋯⋯⋯

三 、浙江完善基层民主监督机制的背景与动因 （２２４）⋯⋯⋯⋯⋯⋯⋯⋯⋯⋯⋯⋯⋯

（一）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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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管理领域日益复杂矛盾与问题对基层民主监督机制提出完善

诉求 （２２５）⋯⋯⋯⋯⋯⋯⋯⋯⋯⋯⋯⋯⋯⋯⋯⋯⋯⋯⋯⋯⋯⋯⋯⋯⋯⋯⋯

（三）民主监督机制创新在民主四个环节中的滞后现状对其完善形成倒逼

机制 （２２６）⋯⋯⋯⋯⋯⋯⋯⋯⋯⋯⋯⋯⋯⋯⋯⋯⋯⋯⋯⋯⋯⋯⋯⋯⋯⋯⋯

　第二部分 　浙江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２２６）⋯⋯⋯⋯⋯⋯⋯⋯⋯⋯⋯

一 、国内比较 ：其他省份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模式及经验 （２２６）⋯⋯⋯⋯⋯⋯

（一）福建省建阳市回龙乡 １２个村半独立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模式 （２２６）⋯⋯⋯

（二）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以复活乡绅力量为主要特色的“村务监事会”模式

（２２７）⋯⋯⋯⋯⋯⋯⋯⋯⋯⋯⋯⋯⋯⋯⋯⋯⋯⋯⋯⋯⋯⋯⋯⋯⋯⋯⋯⋯⋯

（三）天津津南区以权威性 、规范化为突出特色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模式

（２２７）⋯⋯⋯⋯⋯⋯⋯⋯⋯⋯⋯⋯⋯⋯⋯⋯⋯⋯⋯⋯⋯⋯⋯⋯⋯⋯⋯⋯⋯

二 、浙江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创新历程与成效 （２２８）⋯⋯⋯⋯⋯⋯⋯⋯⋯⋯⋯⋯

（一）浙江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创新的制度供给与法律依据 （２２８）⋯⋯⋯⋯⋯⋯⋯

（二）浙江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创新历程 （２３０）⋯⋯⋯⋯⋯⋯⋯⋯⋯⋯⋯⋯⋯

（三）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成效 （２３２）⋯⋯⋯⋯⋯⋯⋯⋯⋯⋯⋯⋯⋯⋯⋯⋯

三 、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建设的系统分析 （２３４）⋯⋯⋯⋯⋯⋯⋯⋯⋯⋯⋯⋯⋯⋯

（一）监督主体强力 ：强力监督机构的设立与较强的监督意愿和能力 （２３４）⋯⋯⋯

（二）监督客体配合 ：赋予监督主体以罢免权 （２３５）⋯⋯⋯⋯⋯⋯⋯⋯⋯⋯⋯⋯⋯

（三）监督内容公开 ：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信息对称 （２３５）⋯⋯⋯⋯⋯⋯⋯⋯⋯⋯

（四）监督渠道畅通 ：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信息对称 （２３５）⋯⋯⋯⋯⋯⋯⋯⋯⋯⋯

四 、浙江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２３６）⋯⋯⋯⋯⋯⋯⋯⋯⋯⋯⋯⋯

（一）民主监督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２３６）⋯⋯⋯⋯⋯⋯⋯⋯⋯⋯⋯⋯⋯⋯⋯

（二）监督主体的监督意愿有待进一步增强 （２３６）⋯⋯⋯⋯⋯⋯⋯⋯⋯⋯⋯⋯⋯

（三）“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优化 （２３７）⋯⋯⋯⋯⋯⋯⋯⋯⋯

（四）村务监督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２３７）⋯⋯⋯⋯⋯⋯⋯⋯⋯⋯⋯⋯⋯⋯⋯⋯

（五）监督主体的监督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２３７）⋯⋯⋯⋯⋯⋯⋯⋯⋯⋯⋯⋯⋯

五 、浙江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机制建设完善对策 （２３８）⋯⋯⋯⋯⋯⋯⋯⋯⋯⋯⋯⋯⋯

（一）“扩权”与“减权”并举 ，赋予农民以更大的财产自主权 ，压缩村干部

的权力空间 （２３８）⋯⋯⋯⋯⋯⋯⋯⋯⋯⋯⋯⋯⋯⋯⋯⋯⋯⋯⋯⋯⋯⋯⋯⋯

（二）主客观因素并重 ，全方位提升基层民主监督水平 （２３８）⋯⋯⋯⋯⋯⋯⋯⋯⋯

　第三部分 　浙江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２４０）⋯⋯⋯⋯⋯⋯⋯⋯⋯⋯⋯

一 、国内其他省市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制建设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２４１）⋯⋯⋯⋯⋯

二 、浙江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制的实践探索 （２４１）⋯⋯⋯⋯⋯⋯⋯⋯⋯⋯⋯⋯⋯⋯

（一）浙江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构创新探索 （２４１）⋯⋯⋯⋯⋯⋯⋯⋯⋯⋯⋯⋯⋯

（二）浙江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制创新典范 （２４２）⋯⋯⋯⋯⋯⋯⋯⋯⋯⋯⋯⋯⋯

三 、浙江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２４３）⋯⋯⋯⋯⋯⋯⋯⋯⋯⋯⋯

（一）监督实体机构的缺失致使监督机制尚未定型 （２４３）⋯⋯⋯⋯⋯⋯⋯⋯⋯⋯

（二）自治体制的不完善致使接受监督的意识薄弱 （２４３）⋯⋯⋯⋯⋯⋯⋯⋯⋯⋯

（三）综合性立法的缺失致使监督缺乏制度化渠道 （２４３）⋯⋯⋯⋯⋯⋯⋯⋯⋯⋯

（四）政治冷漠的普遍存在致使民主监督意愿低下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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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浙江城市社区民主监督机制完善对策 （２４４）⋯⋯⋯⋯⋯⋯⋯⋯⋯⋯⋯⋯⋯⋯⋯

（一）创新社区民主监督主体 ，实现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的全覆盖 （２４４）⋯⋯⋯⋯

（二）扩展社区民主监督内容 ，对社区人 、财 、事进行全面监督 （２４４）⋯⋯⋯⋯⋯⋯

（三）创新社区民主监督渠道 ，推动网上网下全方位监督 （２４４）⋯⋯⋯⋯⋯⋯⋯⋯

（四）创新社区民主监督机制 ，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 （２４４）⋯⋯⋯⋯⋯⋯⋯

（五）提升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居民的监督意识与能力 （２４５）⋯⋯⋯⋯⋯⋯⋯

结语 （２４５）⋯⋯⋯⋯⋯⋯⋯⋯⋯⋯⋯⋯⋯⋯⋯⋯⋯⋯⋯⋯⋯⋯⋯⋯⋯⋯⋯⋯⋯⋯⋯

第十篇 　 当前浙江土地征收纠纷的现状和对策思考 （２４７）⋯⋯⋯⋯⋯⋯⋯⋯⋯⋯⋯⋯⋯

一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年浙江土地征收纠纷的定量分析 （２４７）⋯⋯⋯⋯⋯⋯⋯⋯⋯⋯⋯⋯

（一）土地征收类案件的发生数量持续增加 （２４７）⋯⋯⋯⋯⋯⋯⋯⋯⋯⋯⋯⋯⋯

（二）土地征收类案件在行政争议案件总数中的比率不断提高 （２４８）⋯⋯⋯⋯⋯

（三）土地征收类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不断攀升 （２４８）⋯⋯⋯⋯⋯⋯⋯⋯⋯

（四）土地征收类案件中的原告撤诉率和协调撤诉率明显下降 （２４９）⋯⋯⋯⋯⋯

二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年浙江土地征收纠纷的定性分析 （２５０）⋯⋯⋯⋯⋯⋯⋯⋯⋯⋯⋯⋯

（一）诉求的经济利益倾向较为明显 （２５１）⋯⋯⋯⋯⋯⋯⋯⋯⋯⋯⋯⋯⋯⋯⋯⋯

（二）具有较强的群体性 （２５１）⋯⋯⋯⋯⋯⋯⋯⋯⋯⋯⋯⋯⋯⋯⋯⋯⋯⋯⋯⋯⋯

（三）具有明显的牵连性 （２５１）⋯⋯⋯⋯⋯⋯⋯⋯⋯⋯⋯⋯⋯⋯⋯⋯⋯⋯⋯⋯⋯

三 、浙江土地征收纠纷所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 （２５２）⋯⋯⋯⋯⋯⋯⋯⋯⋯⋯⋯⋯⋯

（一）安置补偿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２５２）⋯⋯⋯⋯⋯⋯⋯⋯⋯⋯⋯⋯⋯⋯⋯⋯

（二）行政机关程序违法情况严重 （２５３）⋯⋯⋯⋯⋯⋯⋯⋯⋯⋯⋯⋯⋯⋯⋯⋯⋯

（三）行政侵权现象时有发生 （２５４）⋯⋯⋯⋯⋯⋯⋯⋯⋯⋯⋯⋯⋯⋯⋯⋯⋯⋯⋯

四 、完善预防土地征收纠纷机制的建议 （２５４）⋯⋯⋯⋯⋯⋯⋯⋯⋯⋯⋯⋯⋯⋯⋯⋯

（一）以有法可依为目标 ，加强土地征收地方立法 （２５４）⋯⋯⋯⋯⋯⋯⋯⋯⋯⋯⋯

（二）以依法行政为目标 ，严格执行土地征收法定程序 （２５５）⋯⋯⋯⋯⋯⋯⋯⋯⋯

（三）以社会和谐为导向 ，完善土地征收工作机制 （２５５）⋯⋯⋯⋯⋯⋯⋯⋯⋯⋯⋯

第十一篇 　 把握社会管理规律 　构建新型管理体系 （２５７）⋯⋯⋯⋯⋯⋯⋯⋯⋯⋯⋯⋯⋯

一 、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规律 （２５７）⋯⋯⋯⋯⋯⋯⋯⋯⋯⋯⋯⋯⋯⋯⋯⋯⋯⋯

（一）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 ：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社会权利 （２５７）⋯⋯⋯⋯⋯

（二）社会管理的基本框架 ：主体多元 ，合作共治 （２５８）⋯⋯⋯⋯⋯⋯⋯⋯⋯⋯⋯

（三）“有限政府”的管理范畴 ：着重管理市场与社会不愿管 、管不了 、管不好

的社会公共事务 （２５８）⋯⋯⋯⋯⋯⋯⋯⋯⋯⋯⋯⋯⋯⋯⋯⋯⋯⋯⋯⋯⋯⋯

（四）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 ：民主参与 ，协商协调 （２５９）⋯⋯⋯⋯⋯⋯⋯⋯⋯⋯⋯

二 、新型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 （２５９）⋯⋯⋯⋯⋯⋯⋯⋯⋯⋯⋯⋯⋯⋯⋯⋯

（一）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社会权利的社会管理体系 （２６０）⋯⋯⋯⋯⋯⋯⋯⋯⋯

（二）保障与改善民生公共服务体系 （２６２）⋯⋯⋯⋯⋯⋯⋯⋯⋯⋯⋯⋯⋯⋯⋯⋯

（三）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稳定体系 （２６３）⋯⋯⋯⋯⋯⋯⋯⋯⋯⋯⋯⋯⋯⋯⋯⋯

三 、实现社会管理的四个转变 （２６５）⋯⋯⋯⋯⋯⋯⋯⋯⋯⋯⋯⋯⋯⋯⋯⋯⋯⋯⋯⋯

（一）从“管控型”为主向以保障 、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转变 （２６５）⋯⋯

（二）从政府包揽式向政社协同式转型 （２６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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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为主转变 （２６７）⋯⋯⋯⋯⋯⋯⋯⋯⋯⋯⋯⋯

（四）从防范式管理向依靠人民群众实施社会管理转型 （２６７）⋯⋯⋯⋯⋯⋯⋯⋯

第十二篇 　 关于创新浙江社会管理体制若干着力点的研究 （２６８）⋯⋯⋯⋯⋯⋯⋯⋯⋯⋯

一 、浙江加强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与存在的问题 （２６８）⋯⋯⋯⋯⋯⋯⋯⋯⋯⋯⋯⋯

（一）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核心 、引领作用还不强 （２６９）⋯⋯⋯⋯⋯⋯⋯⋯⋯⋯⋯⋯

（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政府的“缺位” 、“越位”等现象并存 （２６９）⋯⋯

（三）公共治理结构尚不健全 ，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 （２６９）⋯⋯⋯⋯⋯⋯⋯⋯⋯

（四）人民群众社会参与渠道不多 ，参与程度不高 （２７０）⋯⋯⋯⋯⋯⋯⋯⋯⋯⋯⋯

二 、着力强化社会管理的四个基本理念 （２７０）⋯⋯⋯⋯⋯⋯⋯⋯⋯⋯⋯⋯⋯⋯⋯⋯

（一）强化公平正义理念 ，更加突出党委核心与引领作用 （２７０）⋯⋯⋯⋯⋯⋯⋯⋯

（二）强化民主法治理念 ，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 （２７０）⋯⋯⋯⋯⋯⋯

（三）强化公共治理理念 ，更加突出政社合作的协同式管理 （２７１）⋯⋯⋯⋯⋯⋯⋯

（四）强化群众路线理念 ，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２７１）⋯⋯⋯⋯⋯⋯⋯⋯

三 、着力改革创新社会管理的六大体制 （２７２）⋯⋯⋯⋯⋯⋯⋯⋯⋯⋯⋯⋯⋯⋯⋯⋯

（一）着力创新社会服务体制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 （２７２）⋯⋯⋯⋯⋯⋯⋯⋯

（二）着力创新社会保障体制 ，建构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２７２）⋯⋯⋯⋯

（三）着力创新社会工作体制 ，建设一支庞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２７３）⋯⋯⋯⋯⋯

（四）着力创新城乡社区管理体制 ，夯实社会管理基础 （２７４）⋯⋯⋯⋯⋯⋯⋯⋯⋯

（五）着力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２７５）⋯⋯⋯⋯⋯⋯⋯

（六）着力创新社会公共安全体制 ，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２７５）⋯⋯⋯⋯⋯⋯⋯

四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２７６）⋯⋯⋯⋯⋯⋯⋯⋯⋯⋯⋯⋯⋯⋯⋯⋯⋯⋯

（一）加强对社会建设与管理领导 ，建立省一级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机构 （２７６）⋯⋯

（二）有组织 、有计划 、大规模地培养社会管理人才 ，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

人才保障支撑 （２７６）⋯⋯⋯⋯⋯⋯⋯⋯⋯⋯⋯⋯⋯⋯⋯⋯⋯⋯⋯⋯⋯⋯⋯

（三）加快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 ，提高政府依法管理水平 （２７６）⋯⋯⋯⋯

（四）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公益服务的机制 （２７７）⋯⋯⋯⋯⋯⋯⋯⋯⋯

（五）公共政策出台与实施要进行风险评估 ，建议“五个不出台” （２７７）⋯⋯⋯⋯⋯

（六）加快建设统一互联的社会公共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实现社会管理信

息化 （２７７）⋯⋯⋯⋯⋯⋯⋯⋯⋯⋯⋯⋯⋯⋯⋯⋯⋯⋯⋯⋯⋯⋯⋯⋯⋯⋯⋯

（七）以项目建设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２７７）⋯⋯⋯⋯⋯⋯⋯⋯⋯⋯⋯⋯⋯⋯

（八）建立社会管理评价体系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２７７）⋯⋯⋯⋯⋯⋯⋯⋯

第十三篇 　 “县域善治”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选择和路径依赖 （２７８）⋯⋯⋯⋯

一 、“县域善治”理念的提出 （２７８）⋯⋯⋯⋯⋯⋯⋯⋯⋯⋯⋯⋯⋯⋯⋯⋯⋯⋯⋯⋯⋯

（一）“县域”之特征 （２７８）⋯⋯⋯⋯⋯⋯⋯⋯⋯⋯⋯⋯⋯⋯⋯⋯⋯⋯⋯⋯⋯⋯⋯

（二）“治”与“善治” （２７９）⋯⋯⋯⋯⋯⋯⋯⋯⋯⋯⋯⋯⋯⋯⋯⋯⋯⋯⋯⋯⋯⋯⋯

（三）“县域善治”的定义 （２８０）⋯⋯⋯⋯⋯⋯⋯⋯⋯⋯⋯⋯⋯⋯⋯⋯⋯⋯⋯⋯⋯

二 、实施“县域善治”的重大意义 （２８１）⋯⋯⋯⋯⋯⋯⋯⋯⋯⋯⋯⋯⋯⋯⋯⋯⋯⋯⋯

（一）实施“县域善治” ，直接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２８１）⋯⋯⋯⋯⋯⋯⋯⋯⋯

（二）实施“县域善治” ，有利于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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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县域善治” ，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铺垫 （２８２）⋯⋯⋯⋯⋯⋯⋯⋯

（四）实施“县域善治” ，有利于夯实长治久安的基础 （２８２）⋯⋯⋯⋯⋯⋯⋯⋯⋯⋯

（五）实施“县域善治” ，有利于弥补基层社会治理的缺失 （２８２）⋯⋯⋯⋯⋯⋯⋯⋯

（六）实施“县域善治” ，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２８３）⋯⋯⋯⋯⋯⋯⋯⋯⋯⋯

三 、“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 （２８３）⋯⋯⋯⋯⋯⋯⋯⋯⋯⋯⋯⋯⋯⋯⋯⋯⋯⋯⋯⋯⋯

（一）公平 （２８４）⋯⋯⋯⋯⋯⋯⋯⋯⋯⋯⋯⋯⋯⋯⋯⋯⋯⋯⋯⋯⋯⋯⋯⋯⋯⋯⋯

（二）法治 （２８４）⋯⋯⋯⋯⋯⋯⋯⋯⋯⋯⋯⋯⋯⋯⋯⋯⋯⋯⋯⋯⋯⋯⋯⋯⋯⋯⋯

（三）民主 （２８４）⋯⋯⋯⋯⋯⋯⋯⋯⋯⋯⋯⋯⋯⋯⋯⋯⋯⋯⋯⋯⋯⋯⋯⋯⋯⋯⋯

（四）透明 （２８４）⋯⋯⋯⋯⋯⋯⋯⋯⋯⋯⋯⋯⋯⋯⋯⋯⋯⋯⋯⋯⋯⋯⋯⋯⋯⋯⋯

（五）秩序 （２８４）⋯⋯⋯⋯⋯⋯⋯⋯⋯⋯⋯⋯⋯⋯⋯⋯⋯⋯⋯⋯⋯⋯⋯⋯⋯⋯⋯

（六）责任 （２８５）⋯⋯⋯⋯⋯⋯⋯⋯⋯⋯⋯⋯⋯⋯⋯⋯⋯⋯⋯⋯⋯⋯⋯⋯⋯⋯⋯

（七）廉洁 （２８５）⋯⋯⋯⋯⋯⋯⋯⋯⋯⋯⋯⋯⋯⋯⋯⋯⋯⋯⋯⋯⋯⋯⋯⋯⋯⋯⋯

（八）效率 （２８５）⋯⋯⋯⋯⋯⋯⋯⋯⋯⋯⋯⋯⋯⋯⋯⋯⋯⋯⋯⋯⋯⋯⋯⋯⋯⋯⋯

（九）服务 （２８５）⋯⋯⋯⋯⋯⋯⋯⋯⋯⋯⋯⋯⋯⋯⋯⋯⋯⋯⋯⋯⋯⋯⋯⋯⋯⋯⋯

四 、“县域善治”的观念基础 （２８６）⋯⋯⋯⋯⋯⋯⋯⋯⋯⋯⋯⋯⋯⋯⋯⋯⋯⋯⋯⋯⋯

（一）权力观 （２８６）⋯⋯⋯⋯⋯⋯⋯⋯⋯⋯⋯⋯⋯⋯⋯⋯⋯⋯⋯⋯⋯⋯⋯⋯⋯⋯

（二）政绩观 （２８６）⋯⋯⋯⋯⋯⋯⋯⋯⋯⋯⋯⋯⋯⋯⋯⋯⋯⋯⋯⋯⋯⋯⋯⋯⋯⋯

（三）利益观 （２８７）⋯⋯⋯⋯⋯⋯⋯⋯⋯⋯⋯⋯⋯⋯⋯⋯⋯⋯⋯⋯⋯⋯⋯⋯⋯⋯

（四）群众观 （２８７）⋯⋯⋯⋯⋯⋯⋯⋯⋯⋯⋯⋯⋯⋯⋯⋯⋯⋯⋯⋯⋯⋯⋯⋯⋯⋯

五 、“县域善治”的基本构架 （２８８）⋯⋯⋯⋯⋯⋯⋯⋯⋯⋯⋯⋯⋯⋯⋯⋯⋯⋯⋯⋯⋯

（一）政权框架体系 （２８８）⋯⋯⋯⋯⋯⋯⋯⋯⋯⋯⋯⋯⋯⋯⋯⋯⋯⋯⋯⋯⋯⋯⋯

（二）决策咨询体系 （２９０）⋯⋯⋯⋯⋯⋯⋯⋯⋯⋯⋯⋯⋯⋯⋯⋯⋯⋯⋯⋯⋯⋯⋯

（三）管理执行体系 （２９１）⋯⋯⋯⋯⋯⋯⋯⋯⋯⋯⋯⋯⋯⋯⋯⋯⋯⋯⋯⋯⋯⋯⋯

（四）监督约束体系 （２９２）⋯⋯⋯⋯⋯⋯⋯⋯⋯⋯⋯⋯⋯⋯⋯⋯⋯⋯⋯⋯⋯⋯⋯

（五）协调支持体系 （２９３）⋯⋯⋯⋯⋯⋯⋯⋯⋯⋯⋯⋯⋯⋯⋯⋯⋯⋯⋯⋯⋯⋯⋯

结语 （２９４）⋯⋯⋯⋯⋯⋯⋯⋯⋯⋯⋯⋯⋯⋯⋯⋯⋯⋯⋯⋯⋯⋯⋯⋯⋯⋯⋯⋯⋯⋯⋯

第十四篇 　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

———浙江文化建设的“新特点 、新趋势 、新突破” （２９６）⋯⋯⋯⋯⋯⋯⋯⋯⋯⋯

一 、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主要成就 、特点 （２９６）⋯⋯⋯⋯⋯⋯⋯⋯⋯⋯⋯⋯⋯⋯⋯⋯

（一）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三个阶段 （２９６）⋯⋯⋯⋯⋯⋯⋯⋯⋯⋯⋯⋯⋯⋯⋯⋯

（二）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形成的若干特点 （２９９）⋯⋯⋯⋯⋯⋯⋯⋯⋯⋯⋯⋯⋯⋯

（三）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积累的基本经验 （３０１）⋯⋯⋯⋯⋯⋯⋯⋯⋯⋯⋯⋯⋯⋯

（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定位分析 （３０２）⋯⋯⋯⋯⋯⋯⋯⋯⋯⋯⋯⋯⋯⋯⋯⋯

二 、浙江文化强省建设面临的“新趋势” （３０３）⋯⋯⋯⋯⋯⋯⋯⋯⋯⋯⋯⋯⋯⋯⋯⋯

（一）“文化强国” ：“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战略导向 （３０３）⋯⋯⋯⋯⋯⋯⋯⋯⋯⋯

（二）国外文化现代化 ：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参照系 （３０８）⋯⋯⋯⋯⋯⋯⋯⋯⋯⋯

（三）国内有关省份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经验借鉴 （３１３）⋯⋯⋯⋯⋯⋯⋯⋯⋯⋯

三 、浙江文化强省建设如何实现“新突破” （３２０）⋯⋯⋯⋯⋯⋯⋯⋯⋯⋯⋯⋯⋯⋯⋯

（一）以更加高度的自觉把握文化强省建设的内在规律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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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新跨越 （３２５）⋯⋯⋯⋯⋯⋯⋯⋯⋯

第十五篇 　彰显文化资源特色优势 　推动浙江文化产业优质发展 （３３４）⋯⋯⋯⋯⋯⋯⋯

一 、当前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３３４）⋯⋯⋯⋯⋯⋯⋯⋯⋯⋯⋯⋯⋯⋯⋯

（一）认识浅表以致闲置浪费 （３３４）⋯⋯⋯⋯⋯⋯⋯⋯⋯⋯⋯⋯⋯⋯⋯⋯⋯⋯⋯

（二）粗放经营以致难成品牌 （３３５）⋯⋯⋯⋯⋯⋯⋯⋯⋯⋯⋯⋯⋯⋯⋯⋯⋯⋯⋯

（三）零散分割以致势单力薄 （３３５）⋯⋯⋯⋯⋯⋯⋯⋯⋯⋯⋯⋯⋯⋯⋯⋯⋯⋯⋯

（四）盲目照搬以致低效重复 （３３６）⋯⋯⋯⋯⋯⋯⋯⋯⋯⋯⋯⋯⋯⋯⋯⋯⋯⋯⋯

二 、发挥文化资源特色优势 、推动文化产业优质发展的对策建议 （３３６）⋯⋯⋯⋯⋯⋯

（一）潜入文化资源的深海 ，摸清家底 ，编制规划 ，把握核心 ，有序发展 （３３６）⋯⋯

（二）做精做透特色优势文化资源 ，打造“国字号”文化产业基地 ，龙头引领 ，

优质发展 （３３７）⋯⋯⋯⋯⋯⋯⋯⋯⋯⋯⋯⋯⋯⋯⋯⋯⋯⋯⋯⋯⋯⋯⋯⋯⋯

（三）以核心文化资源及其创意为产业高端 ，打造文化资源产业链 ，在产业

链的每个环节中带动一批中小企业 ，链式嵌入 ，集群发展 （３３８）⋯⋯⋯⋯⋯

（四）结合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 ，政府主导 ，统筹协调 ，项目带动 ，

整体发展 （３３８）⋯⋯⋯⋯⋯⋯⋯⋯⋯⋯⋯⋯⋯⋯⋯⋯⋯⋯⋯⋯⋯⋯⋯⋯⋯

（五）重视发挥市场作用 ，打破行政条块分割 ，有机整合 ，创意引领 ，区域

联动 ，集聚发展 （３３９）⋯⋯⋯⋯⋯⋯⋯⋯⋯⋯⋯⋯⋯⋯⋯⋯⋯⋯⋯⋯⋯⋯⋯

（六）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 ，丰富内涵 ，拓展空间 ，城乡联动 ，持续

发展 （３４０）⋯⋯⋯⋯⋯⋯⋯⋯⋯⋯⋯⋯⋯⋯⋯⋯⋯⋯⋯⋯⋯⋯⋯⋯⋯⋯⋯

（七）发挥政府 、科研 、企业联合优势 ，建设文化资源库 ，促进资源转换 ，科学

发展 （３４１）⋯⋯⋯⋯⋯⋯⋯⋯⋯⋯⋯⋯⋯⋯⋯⋯⋯⋯⋯⋯⋯⋯⋯⋯⋯⋯⋯

三 、合理有效整合开发文化资源的保障条件 （３４２）⋯⋯⋯⋯⋯⋯⋯⋯⋯⋯⋯⋯⋯⋯

（一）转变思想观念 （３４２）⋯⋯⋯⋯⋯⋯⋯⋯⋯⋯⋯⋯⋯⋯⋯⋯⋯⋯⋯⋯⋯⋯⋯

（二）政府积极引导 （３４２）⋯⋯⋯⋯⋯⋯⋯⋯⋯⋯⋯⋯⋯⋯⋯⋯⋯⋯⋯⋯⋯⋯⋯

（三）发挥市场作用 （３４３）⋯⋯⋯⋯⋯⋯⋯⋯⋯⋯⋯⋯⋯⋯⋯⋯⋯⋯⋯⋯⋯⋯⋯

（四）重视理论研究 （３４３）⋯⋯⋯⋯⋯⋯⋯⋯⋯⋯⋯⋯⋯⋯⋯⋯⋯⋯⋯⋯⋯⋯⋯

（五）加强资源转化平台建设 （３４４）⋯⋯⋯⋯⋯⋯⋯⋯⋯⋯⋯⋯⋯⋯⋯⋯⋯⋯⋯

（六）培养创意人才 （３４４）⋯⋯⋯⋯⋯⋯⋯⋯⋯⋯⋯⋯⋯⋯⋯⋯⋯⋯⋯⋯⋯⋯⋯

后 　记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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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十二五”实现浙江“两个
　 　 同步”的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经济迅速发展 。 但长期以来 ，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劳动

报酬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 。这“两个不同步”使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

增长的成果 。收入分配问题加重 ，制约了经济 、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发展 。 “十二五”时期以

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 ，让全体公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包容性增长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

点 。因此 ，分析浙江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演变轨迹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浙江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演变分析

根据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同特点 ，我们分别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步性 、农村

居民收入的同步性进行分析 。

（一）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演变

１畅 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 ，近年趋于稳定

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飞速发展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显著提高 ，但从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人均 GDP 的比值看 ，１９７８ 年为 １畅００ ，１９９７ 年下降到 ０畅 ６９ ，２００１ 年间回升到

０畅７１ ，其后一路下探 。 ２００８年后则趋于稳定 ，保持在 ０畅５５ 左右 。 这说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以来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 ，２００８ 年以后则出现基本同步的趋势（见表 １） 。

表 1 　 　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状况 （单位 ：元）

年份

浙江 全国

人均 GDP
（a）

人均可支配
收入（b） b／a 人均 GDP

（a）
人均可支配
收入（b） b／a

１９７８  ３３１ 拻３３２  １ 5*畅００ ３８１ 3３４３ 揪０ 乔技畅９０

１９８６  １２３７ ┅１１０４ 4０ 5*畅８９ ９６３ 3７３９ 揪０ 乔技畅７７

１９９２  ３２１２ ┅２６１９ 4０ 5*畅８２ ２３１１ J２０２７ 照０ 乔技畅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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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浙江 全国

人均 GDP
（a）

人均可支配
收入（b） b／a 人均 GDP

（a）
人均可支配
收入（b） b／a

１９９７  １０６２４ 览７３５９ 4０ 5*畅６９ ６４２０ J５１６０ 照０ 乔技畅８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４１６ 览９２７９ 4０ 5*畅６９ ７８５８ J６２８０ 照０ 乔技畅８０

２００１  １４７１３ 览１０４６５ K０ 5*畅７１ ８６２２ J６８６０ 照０ 乔技畅８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４４ 览１３１８０ K０ 5*畅６４ １０５４２ a８４７２ 照０ 乔技畅８０

２００４  ２４３５２ 览１４５４６ K０ 5*畅６０ １２３３６ a９４２２ 照０ 乔技畅７６

２００６  ３１８７４ 览１８２６５ K０ 5*畅５７ １６１６５ a１１７６０ 祆０ 乔技畅７３

２００７  ３７４１１ 览２０５７４ K０ 5*畅５５ １９５２４ a１３７８６ 祆０ 乔技畅７１

２００８  ４２２１４ 览２２７２７ K０ 5*畅５４ ２２６９８ a１５７８１ 祆０ 乔技畅７０

２００９  ４４６４１ 览２４６１１ K０ 5*畅５５ ２５５７５ a１７１７５ 祆０ 乔技畅６７

２０１０  ５１８００ 览２７３５９ K０ 5*畅５３ ２９６７８ a１９１０９ 祆０ 乔技畅６４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枟浙江统计年鉴枠 。

２畅 省内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相对较差

从 １１个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的变动情况分析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比值较小 ，但较为稳定 ，下降趋势不明显 ；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比值反而较高 ，但下降趋势

明显 。杭州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９年间一直保持在 ０畅３５ ～ ０畅４１之间 ，宁波保持在 ０畅３７ ～ ０畅４４之间 ，

较为平稳 。丽水 、衢州 、金华则比值较高 ，丽水 ２００３年比值为 １畅２３ ，到 ２００９ 年仍然保持在

０畅９０ ，衢州 ２００３年比值为 １畅０３ ，到 ２００９年为 ０畅 ７９ 。 较为独特的是 ，温州经济相对发达但

这一比值却较高 ，２００３年为 ０畅９７ ，到 ２００９年仍然保持在 ０畅７５左右（见表 ２） 。

表 2 　浙江省 11个地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年份 杭州 宁波 温州 绍兴 金华 丽水 衢州 舟山 嘉兴 台州 湖州 全省

２００３ 摀０ qf畅３９ ０ 屯侣畅４４ ０ * 畅９７ ０ 噰|畅５２ ０ 滗儋畅７０ １ @5畅２３ １ 潩拻畅０３ ０ �镲畅６４ ０ WL畅４９ ０ 吵è畅７５ ０   畅７０ ０ Ŝ畅６４

２００４ 摀０ qf畅３７ ０ 屯侣畅４１ ０ * 畅９４ ０ 噰|畅５２ ０ 滗儋畅６４ １ @5畅１３ １ 潩拻畅００ ０ �镲畅５８ ０ WL畅４８ ０ 吵è畅８３ ０   畅６３ ０ Ŝ畅６０

２００５ 摀０ qf畅３７ ０ 屯侣畅３９ ０ * 畅９３ ０ 噰|畅５３ ０ 滗儋畅６５ １ @5畅０５ ０ 潩拻畅９７ ０ �镲畅５４ ０ WL畅４５ ０ 吵è畅７８ ０   畅６１ ０ Ŝ畅５９

２００６ 摀０ qf畅３７ ０ 屯侣畅３８ ０ * 畅８９ ０ 噰|畅５１ ０ 滗儋畅６６ ０ @5畅９９ ０ 潩拻畅９２ ０ �镲畅５１ ０ WL畅４３ ０ 吵è畅７３ ０   畅５９ ０ Ŝ畅５７

２００７ 摀０ qf畅４１ ０ 屯侣畅４４ ０ * 畅７６ ０ 噰|畅５１ ０ 滗儋畅６８ ０ @5畅８４ ０ 潩拻畅７６ ０ �镲畅５０ ０ WL畅５０ ０ 吵è畅７０ ０   畅６１ ０ Ŝ畅５５

２００８ 摀０ qf畅３９ ０ 屯侣畅４４ ０ * 畅７５ ０ 噰|畅５１ ０ 滗儋畅６５ ０ @5畅８０ ０ 潩拻畅６９ ０ �镲畅４７ ０ WL畅５２ ０ 吵è畅６６ ０   畅５９ ０ Ŝ畅５４

２００９ 摀０ qf畅３５ ０ 屯侣畅３７ ０ * 畅７５ ０ 噰|畅４９ ０ 滗儋畅６０ ０ @5畅９０ ０ 潩拻畅７９ ０ �镲畅４４ ０ WL畅４４ ０ 吵è畅７０ ０   畅５４ ０ Ŝ畅５５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枟浙江统计年鉴枠 。

究其原因 ，杭州 、宁波这一比值较低与其区外直接投资较多有关 ，而温州对区外投资

及其收益较多 ，反映到居民收入上也相对较高 ；欠发达地区这一比值偏高则与多年来这些

地区外出务工收入较多 、浙江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社会保

障领域的转移支付力度等因素有关 。 但随着当地经济加速增长 ，这一比值下降反而较发

达地区快 ，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性未来反而会弱于发达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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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在沿海省份处于较好水平 ，但差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的变化来看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也一样出现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 与

全国相比 ，１９９２年前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比值高于全国的水平 ，之后

一直处于全国平均值以下 ，说明浙江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要差于全国平均

水平（见表 １与图 １） 。

图 １ 　浙江与沿海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变动情况
　

　 　 ４畅 工薪收入是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的主体但呈下降趋势 ，财产性收入占比低但上

升快

　 　工薪收入在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最低年份也占到 ６２畅２％ ，最高年份则达到

６９畅５１％ ，平均达到 ６６畅６％ ；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排在第二位 ，平均 ２１畅５８％ ；经营性

收入占第三位 ，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提高迅速 ，但 ２００６ 年后趋缓 ，２００９年下降 ；财产性收

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最低 ，但上升势头最猛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畅６８％ 上升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５畅３％

（见图 ２） 。

图 ２ 　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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