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省统计局公

布最新数据，2018 年，台州

GDP 同比增长 7.6%，增速

居全省前列，其中工业增加

值增长 9.4%，增速居全省

第二；民间投资等增速，在全

省处于较大的领先优势。

最近钱江晚报记者到台

州采访，当地人更愿意将近

来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归

功于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

持发展民营企业。

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进入全省GDP增速前列

十年反转 台州提速
台州99.5%的企

业，是民营企业，

并 创 造 着 台 州

92% 的 税 收 和

77.5%的地区生

产总值。

本报记者 王益敏 史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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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台州的民营经济在全市经济总量中占主导地

位。数据显示，当地 99.5%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并创造着台

州 92%的税收和 77.5%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说，研究台州

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研究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史。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台州的经济总量曾是全省标杆。

这个浙南的沿海小城在人口数量不多、地理环境劣势的情况

下，总量跻身浙江第三位；

到了本世纪初，在外部金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台州发

展步子慢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更是让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体的台州经济雪上加霜，经济总量跌至全省第五位，和第四位

绍兴的差距，达到千亿元。

如今，台州在民营经济的带动下，实现了快速增长，经济

总量和领跑者的差距不断拉近，这一路走来，像极了一个大写

的“V”字。

在人才技术、经营理念、交通区位等多领域都不占优势的

情况下，台州靠什么赶超？它又是如何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

并利用这张底牌，打造出“民营主导+政府推动”为主要特征

的“台州现象”？

有人说，是因为台州人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那份坚持。

他们中，小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到七八十岁的老创业者，

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坚守实业，最终完成凤凰涅槃。

事实真是如此吗？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两个月前的2018

年 12 月 5 日，新农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敲钟上市。这是台

州第 53 家上市企业。这家致力于创建中国最具价值的农化

企业，诞生于僻远的台州仙居，在近40年的发展中，最终走向

全省乃至全国。

或许你会意外，2002年的台州，只有2家上市企业，16年

后的今天，台州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多达 53 家，其中 A 股

上市 50 家，居全国地级市第 4 位；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25

家，居全国地级市第3位。

事实上，正是凭借多年对于实体产业的专注，再加上资本

的助推，让台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不降速的快车

道，更带来了示范作用。

“这几年来，台州一直把推动企业上市作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一个重要抓手，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台州市金融办负责人这样总结。

数据显示：2018年前3季度，台州全市A股上市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146.23亿元，同比增长16.29%；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88.34亿元，同比增长7.17%，共有46家实现盈利，占总数

93.88%，全市无一家ST，在资本市场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从传统制造业，到完成改造升级，台州就是在这样的不断

前行中，走出了一条极具“台州特色”的改造之路。同时，借助

资本力量推动，完成传统制造业又一次的裂变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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