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深耕江浙报告：浙江省_制造强省_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浙江省：民营经济强省，出口动能强劲

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

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 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

，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境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因江流曲 

折，称之江，又称浙江，省以江名，简称“浙”。

1.1 浙江省的面积、人口、行政区介绍 

浙江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 450 公里左右，陆域面

积 10.55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 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全省陆域

面积中，山地占 74.6%，水面占 5.1%，平坦地占 20.3%， 故

有“七山一水两分田”。浙江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面积大

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有 2878 个，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海岛有 

26 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 据 2023 年全省 5‰人口变动

抽样调查推算，2023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6627 万人，与 2022 

年末相比增加 50 万人。2023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为 4919 万人，农村人口 为 1708 万人，即城镇化率为 74.2%

，与 2022 年相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



浙江省现设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

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 11 个地级市，37 个市辖区、20 

个县级市、33 个县（其中一个自治县），618 个镇、258 个 乡

、488 个街道。 从面积来看，丽水市土地面积最大，为 17275 

平方公里。其次为杭州市、温州市、金 华市、台州市，土地

面积均超过了 1 万平方公里。舟山市的土地面积最小，仅 

1459 平方公 里。 从人口来看，杭州市的常住人口最多，2023 

年底统计为 1237.6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2.2%，全省最高

值。其次宁波市、温州市、金华市、台州市、绍兴市、嘉兴市

的常住人 口均超过了 500 万人。舟山市的常住人口最少，为 

117 万人。

1.2 浙江省经济特点：民营经济强，出口增长动能大



根据国家统一初步核算，2023 年浙江省的生产总值为 

825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位，低于

广东、江苏、山东，但增长率高于广东和江苏，与山东 省齐

平。2024 年浙江省的经济目标增速为 5.5%左右，高于广东、

江苏、和山东的经济目 标增速。

分产业看，浙江省的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332、33953 和 46268 亿元，分 别增长 4.2%、5.0%和 6.7%，

第三产业增长最快。三次产业结构为 2.8 : 41.1 : 56.1（2023 年 

全国三次产业结构为 7.1：38.3：54.6），第二、第三次产业比

重高于全国均值。

1.2.1 民营经济的金名片擦得更亮

民营经济是浙江省的金名片。2023 年，浙江省民营经济

增加值预计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67.2%，较 2022 年提高

了 0.2 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增加值 15986 亿元，占规模以上 工

业的 71.4%，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

高 1.8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91.4%。年末在册经营主体 1034 万户，增长 9.6%，其中民 营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有 333 万和 669 万户，分别增长 7.8%

和 10.6%。 对比我国生产总值前 10 省份的民营经济占比，浙

江省的民营经济比重为 67.2%，高于



 河北省（62.90%）、江苏省（57.90%）、四川省（

53.5%），其他省份未找到该项数据。

藏富于民。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

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830 元，比全国平均高出超 

24612 元，居全国省（区）第 1 位。2023 年浙江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40311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7.3%，连续 39 年

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更为 难得的是，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13.4%，增速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 

6.1 个百分点，首次突破 2 万元。 最关键拉动力是人均经营性

收入同比增幅达 12.7%。经营性收入历来是浙江农民收入 的

长板。在“千万工程”的持续迭代中，美丽乡村不断催生出多元

新业态，农村电商、农旅 融合、民宿经济，一、二、三产的

界限不断被打破。浙江农民的产业增收动力，不光来自 田地

里的初级农产品，更来自整条产业链的增值赋能。 例如，火

爆长三角的宋柚汁，其销售额从 2021 年的 3500 万元攀升至 

2023 年的 6 亿 元，2023 年带动常山县农民增收超 12 亿元。

像这样超 10 亿元的农业全产业链，浙江已建 成 92 条，总产

值达 2800 多亿元。

1.2.2 出口结构更优，增长动能大

浙江省出口总值跃居全国第二位。2023 年，浙江省全年

货物进出口额为 4899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4.6%，其中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35666 和 13332 亿元

，分别增长 3.9%和 6.7%，规模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二和第五

位，占全国份额分别为 11.7%、15.0%和 7.4%， 均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对全国的增长贡献均居首位。 浙江省出口经济

比重较高。2023 年，全国出口前五大省份为广东省（5.44 万

亿元）、 浙江省（3.57 万亿元）、江苏省（3.37 万亿元）、

山东省（1.94 万亿元）、上海市（1.74 万亿 元），出口额合

计占全国 68%。而浙江省的出口经济比重显著较高，占比达 

43%，在前 10 大省份中排名第一。

浙江省出口增速显著快于全国增速，也快于同为出口大

省的广东与江苏。2023 年浙江 省出口总额为 3.57 万亿元，同

比增长了 3.9%，高于全国出口额增长率。过去五年，浙江 省

的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均值，也一直高于同为出口大省的

江苏和广东。 2023 年，浙江省的出口额自 2016 年以来首次超

过江苏省，跃居全国第二位（2023 年 江苏省的出口总额为 

3.37 万亿元，同比下降 3.2%）。浙江省与江苏省的出口额接

近，但表 现差异较大。

我国出口经济两大变化趋势：对比分析全国、广东省、

浙江省、江苏省的 2023 年出口 数据，反映了我国出口经济两

个变化趋势：1）出口目的地的分化，对欧美日韩等发达国



 家出口下滑，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较快增长；2）出口产

品结构变化：加工贸易的下滑， 一般贸易增长。 出口目的地

分化：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出口下滑，对新兴市场出口较快增长

。对比全 国、广东省、江苏省的出口目的地数据，发现趋势

类似，即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额下 滑，而对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的出口表现相对较好。尤其印度、俄罗斯、非洲等市场

的出口 增长较快。 2023 年，浙江省对非洲、印度、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巴西、拉丁美洲、东盟（10 国）、越南、

RCEP 其他成员国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 17.3%、11.1%、9.9%

、9.7%、8.1%、5.0%、1.8%和 1.3%，但对美国、欧盟、韩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合计出口额分别下滑了 2.1%、4.0%、

2.6%、4.9%和 5.2%。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我国出口增长主要动力。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贸易

投资合作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着力解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大幅 消除贸易投资

壁垒，贸易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2013-2022 年中国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19.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6.4%

；2016 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率一直

高于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 率。2023 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额 107314 亿元，增长 6.9%，出口额占我国总 出口

额 45%，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2023



 年，浙江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 17721 亿元

，同比增长 9.9%，出口额 占比 50%，出口增速和占比均超过

全国均值，是浙江省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广东省和江 苏省

未公布 2023 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数据，但其公布

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额增长数据，分别同比增长 

1.0%和 0.9%，均好于省总进出口额增速（广东省进出 口额同

比增长 0.3%，江苏省进出口额下降 3.2%）。

根据统计，2023 年，全国、广东、江苏对主流发达市场

（欧美日韩和中国香港）的出 口额占比分别为 47%、54%、

51%，但出口额增长率分别为-5.1%、-2.0%、-6.9%，均下 滑

； 而浙江省对欧美日韩（未披露中国香港数据，考虑到浙江

省对韩国出口额为 873 亿 元，预期其对中国香港的出口额较

小）出口额比重为 38%，增长率为-3.2%。 可见，浙江省对发

达市场的出口占比较低，而其对新兴市场、一带一路等市场的

出口 比重较高。考虑我国当前的出口形势，浙江省的出口市

场结构增长动能相对更强。

浙江省一般贸易表现优于加工贸易，2023 年一般贸易增

长，加工贸易下滑。2023 年，浙江一般贸易出口占比为 78%

，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为 6%，合计占总出口比重的 84%。其中

，一般贸易出口上涨 3.5%，加工贸易出口下降 6.7%。江苏一

般贸易出口占比为 58%，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为



 33%，合计占总出口比重的 91%。其中，一般贸易出口

下降 2.9%，加工贸易出口增长 1.1%。 一般贸易比重较高有利

于抵御国际供应链变动风险。从贸易方式来看，浙江一般贸易 

比重相对于粤沪苏等东部大省，长期高出 20%左右，一般贸

易的较高比重和较快增长，体 现出浙江在产业链上更强的根

植性。浙江长期以来在一般贸易上的优势，有利于抵御国际 

供应链变动的风险。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下滑。从出口企业的

所有制来看，2023 年，广东省、江苏省民营企 业出口额同比

增长，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下滑。

以上变化，反映了当前全球贸易形势的变化，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点，全 球供应链波动的趋势下，浙江

省的经济结构或有更强的韧性和增长动能，那么浙江省具备 

类似特征的上市公司将是我们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1.3 浙江省产业政策：“八八战略”引领，“415X”先进制造

+“315”科技创新 “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2023 年

初，浙江省提出《浙江省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行动方

案（2023—2027 年）》，正式启动实施“415X”先进制造业 集

群培育工程，并以此作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

“415X”集群已然成为浙江经济的主导力量。2023 年浙江

“415X”产业集群营收贡献了全 省规上工业营收的



 70%，“核心区+协同区”的营收增量占 90%，投资增量占 

80%，集群效 能已经释放。

“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2023 年浙江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实施“315”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工程，包括打造“3”大科创

高地和突破“15”大战略领域。 “315”科技创新体系有力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高效贯通协同。2023 年全社会研发投 入强度

预计 3.15%，首家国家实验室挂牌运行，新增全国重点实验室 

9 家，新增自主培养 两院院士 3 名，遴选顶尖人才 36 名，新

引进培育国家级领军人才 535 名、国家级青年人才 523 名，区

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 4 位。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龙年春节刚过，浙江

首批制造业重大项目纷纷开工 建设，11 地市共 647 个项目（

投资 10 亿元以上）计划总投资达 2 万亿元。据统计，在 647 

个制造业重大项目中，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相关项目有 123 个

，高端新材料领域项目 66 个，绿色石化（精细化工）领域项

目 63 个，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领域项目 63 个，集成电 路领

域项目 61 个。

1.4 浙江省分市区经济结构

总量角度，浙江省有两个生产总值过万亿的市，5 个生产

总值超 5000 万亿的市。2022 年经济数据来看，浙江省生产总

值超过万亿的市有两个，即杭州市（1.9 万亿）、宁波市 （1.6



 万亿），两市合计 3.4 万亿元，占了全省 GDP 的 44%；

超过 5000 亿元，小于万亿的 市有 5 个，包括温州市（8030 亿

元）、绍兴市（7351 亿元）、嘉兴市（6739 亿元）、台州市 

（6041 亿元）、金华市（5562 亿元），之后为湖州市（3850 

亿元）、衢州市（2003 亿元）、 舟山市（1951 亿元）、丽水

市（1831 亿元）。

三产结构角度，浙江省第三产业占比高。2022 年经济数

据来看，第三产业杭州市较为 发达，总产值达 1.3 万亿元，占

比 68%，远高于浙江省平均 54%的比例，是省内第三产业 比

重最高的市。 宁波市的第二产业较为发达，总产值为 7413 亿

元，规模居浙江省第一，第二产业占比 市内总产值 47%，高

于全省第二产业占比 43%；嘉兴市的第二产业产值为 3720 亿

元，占 比 55.2%，是第二产业占比市内总产值比重最高的市

。 舟山市的特色产业是农林牧渔，第一产业占比 9%，是省内

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市。 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杭州市的消费

规模最大，而宁波市的出口规模最大。2022 年经济 数据来看

，杭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达 7294 亿元。出口强市

是宁波、金华、及杭 州市，均超 5000 亿元出口规模，宁波市

出口总额最高，达 8231 亿元。



2 浙江省 A 股上市公司

截止 2024 年 4 月 5 日，浙江省有 A 股上市公司共计 706 

家，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 广东省的 873 家，占全国上市公

司数量的 13.2%。我们将浙江省所有 706 家上市公司看作 整

体，类比成一家上市公司，取名为“浙江 A 股”，浙江 A 股的

各项指标均为浙江省 706 家 上市公司的总量。 按 2024 年 3 月 

31 日收盘价，浙江 A 股的总市值为 6.4



 万亿元，低于北京市（22.5 万 亿）、广东省（12.8 万亿

）、上海市（7.0 万亿），居全国第四位，占全国上市公司总

市值的 8%。

浙江 A 股总览：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浙江 A 股总资

产为 14.8 万亿元，居全国第 四；所有者权益为 3.75 万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75%，低于全国均值（83%）；2022 年浙江 A 

股实现营业收入 4.99 万亿元，归母净利润 2910 亿元，净利润

率 5.8%，低于全国均值 （7.4%），ROE 为 9.5%，略高于全

国均值（9.3%）；PE（TTM）为 23.4 倍，高于全国均值 （16 

倍）。 对比全国各省级区域内上市公司的数据：若与浙江省 

GDP 规模最为接近的山东省对 比，则浙江 A 股在营收、归母

净利润、净利润率、ROE 等方面表现更优，PE（TTM）也 更

低，但资产负债率较高；若与浙江省临近江苏省对比，浙江省 

GDP 规模低于江苏省，但 浙江 A 股在营收、归母净利润、

ROE 等指标更优，净利润率较弱。 不同省份上市公司指标差

异较大，一是与当地产业属性和结构有较大关系，二是受个 

别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大。 例如，青海省上市公司 2022 年平均 

ROE 为 43%，显著高于其他省份水平，主要由于 省内两家最

大的上市公司盐湖股份、藏格矿业的 2022 年 ROE（加权）分

别为 89.46%、 50.09%，直接拉高了全省 ROE 水平； 贵州省



的净利润率和 ROE 水平较高则主要源于贵州茅台，其 2022 年

净利润占了全省 80%，而其净利润率和 ROE 分别达到



 52.7%和 30.3%； 天津市在 2022 年的净利润率和 ROE 

也较高，主要是受中远海控的影响，中远海控 2022 年归母净

利润 1096 亿元，占天津市上市公司总利润的 70%，2022 年中

远海控的净利 润率和 ROE 分别为 33.6%和 59.6%。

2.1 浙江 A 股营收增长较快，民营企业占比高

浙江 A 股营收增长快，但利润率偏低。2022 年浙江 A 股

实现营业收入 4.9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2017-2022 年复

合增长率为 16%，明显高于全部 A 股 11%的复合增长率； 

2022 年浙江 A 股归母净利润为 2910 亿元，同比下滑 7%，

2017-2022 年复合增长率 9%， 高于全部 A 股 8%的增长率；

浙江 A 股净利润率为 5.8%，低于全部 A 股均值（7.4%）。 

2023 年前三季度，浙江 A 股实现营业收入 3.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3%；归母净利润 2379 亿元，同比下滑 7%，净利润率为 

6.2%。

2023 年前三季度，全部 A 股实现营业收入 53.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归母净利润 44078 亿元，同比下滑 2%，净利

润率为 8.2%。

浙江 A 股的权益资产和负债规模持续扩大，资产负债率

持续上升。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浙江 A 股所有者权益资

产规模 3.7 万亿元，总负债 11.1 万亿元，资产负债率 74.7%。 

盈利能力有所减弱，继 2022 年有明显回落，2023



 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率和 ROE 分 别为 6.2%、7.1%，

同比下降了 0.7、1.4 个百分点。

浙江省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占比 80%，营收占比 59%，显

著高于全国均值。按照公司 所有制属性划分，浙江省有民营

上市公司 568 家，占比约 80%，高于全国水平（民营上市 公

司数量占比 64%）；其次为地方国有企业 78 家，占比约 11%

；公众企业 22 家，占比 3%；外资企业 20 家，占比 3%。 

2022 年浙江省民营上市公司总营收 2.96 万亿元，全省占比 

59%，显著高于全国水平 （民营上市公司收入占比 22%）；

地方国有企业总营收 1.51 万亿元，占比 30%；公众企业 营收 

2165 亿元，占比 4%。 此外，浙江省最大企业是阿里巴巴，

境外上市公司，2022 年营业收入超 8000 亿元； 浙江省第三大

企业为浙江吉利控股，港股上市公司，2022 年营业收入为 

4063 亿元。这两 家企业合计营收约占浙江 A 股营收的 1/4。

如果考虑这两家企业后，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营 收占比会更高

。

全部 A 股民营企业数量最多，但是中央国有企业营收占

比最高。全部 A 股，民营企业 3407 家，占比 63.6%，但营收

占比仅 22.4%；地方国有企业 950 家，占比 17.7%，营收占 比 

22.4%；中央国有企业 302 家，占比 5.6%，但营收占比达 

43.0%，占比最高；公众企业 460 家，占比 8.6%，营收占比约



 9.8%；外资企业家数占比 3.5%，而营收占比 1.6%；集

体 企业 22 家，占比 0.4%，营收占比 0.6%。

2.2 浙江 A 股的行业特征：多个行业全国竞争力居前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浙江 A 股按行业总资产规模由

大到小排序，银行的总资产最 大，其次为电力设备、石油石

化、房地产、基础化工、交通运输、非银金融、医药生物、 

机械设备、汽车等行业。 盈利能力方面：以 2022 年度数据统

计，浙江 A 股净利润率较为领先的行业为银行 （32.1%）、

建筑材料（17.0%）、医药生物（11.7%）、计算机（11.3%）

、家用电器 （10.4%）等。 以 2022 年度数据统计，ROE 较为

领先的行业包括煤炭（25.4%）、建筑材料 （18.7%）、有色

金属（17.9%）、家用电器（16.9%）、医药生物（13.3%）、

电力设备 （12.9%）等。

而盈利能力较差的行业包括传媒（净利润率-6.0%、ROE 

-4.5%）、石油石化（净利润 率 0.5%、ROE 2.3%）、公用事

业（0.7%、0.7%）、建筑装饰（1.5%、4.7%）、食品饮料 （

3.1%、3.6%）等。 资产负债率方面：以 2023 年前三季度数据

统计，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行业是银行 （93%）、建筑装饰（

77%）、非银金融（76%）、房地产（75%）、农林牧渔（

75%）、石油 石化（72%）等，主要为金融、房地产、石油石

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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