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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常常是一个界定事物进程的时间点，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点，人们以各种各样
的方式来回顾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本叫做《先行者》的书也不例外。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财富总体来说大幅度地增加。
在这种增加的基础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了话语权。
但是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崛起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试图去考察和回答它的人并不多。
这本书记录的是浙江中部一个小镇工业化的发展史，记录它的工业区和交易市场是怎么兴起的，它的
基层政府在关键点上是怎样促进和干预工业发展的，而在中国入世之后，这个名叫店口的小镇又是怎
样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
从经济学而言，这样的记录，不仅有意义、有价值，也揭示了很多道理。
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中国而言，事实上实现的就是一个把产权明晰化的过程。
而在这个叫店口的小镇上，由于一些普通人的努力，使得这个小镇首先实现的是工业化，之后实现了
产权明晰化，而当地基层政府又总是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手段，做着合适的干预。
这使得店口这个镇在其财富的进程上，一再地领先，最后形成了现在极其富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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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告诉的是，那些曾经被历代统治者所控制、用军队押运的青铜、紫铜和黄铜，是怎样通过曲折
的道路来到小镇店口的，一只只铜熔炉又是如何成为平民造富机器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30多年间，从一个边缘农村地区演化成一个铜的王朝，这个神秘小镇成了一
个大时代下的悲喜舞台。
在一群平民寻求财富与繁荣的道路上，他们的崛起讲述的是一部对立与冲突、痛哭与欢笑、无知与进
步、卑微与骄傲的长篇史诗。
　  作者通过对一个小社会里的农民、商人、实业家、官员，村支书和贩夫走卒的访问，揭开的是一
段商业传奇背后，一种如火山喷发的民间力量，一种变革时代的政商关系，一种良性和谐的造富机制
以及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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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裘浙锋，1979年生于浙江嵊州，职业记者，现在绍兴看书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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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4年，那群准备开办五金工厂的店口人踏上了去余姚的路。
在第一眼见到车床后，陈利祥马上就对这种十分新鲜的机械工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等到店口农机厂转产五金加工后，这个技术员又琢磨起车床来。
在缺乏技术员的店口，陈利祥再一次得到了机会。
很快，他的领导让这个年轻人去学机械技术了。
准备大干一场的店口农机厂，十分需要人才。
到1975年，陈已被人称呼为“利祥师傅”。
在一个尊卑长幼观念极强的乡村社会，这是对一位年轻人的尊称。
在当时的店口，大多数想办厂的大队，对机械知识几乎一无所知.而陈利祥堪称五金技术的第一人。
这种社会氛围，不断地鼓励着这个勤奋的技术员向前迈进。
更何况，对已经意识到要“变天”的陈利祥来说，研究技术是他唯一的出路。
陈利祥每日忙碌着，早出晚归，拼命琢磨着那些螺丝和黄油咀，对外界的事情很少关心。
这种不关心，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70年代的多数中国人很关心政治，他们整天琢磨着这个政治领袖说了哪句话，那个政治领袖说了哪句
话。
当时中国企业的正规军——国营工厂的工程师们，最为关心的就是政治。
“文革”对城市工厂造成的破坏，使他们基本上闲着没事做。
他们有技术，但技术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收入。
另外，钻研技术，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们在国营工厂虚掷光阴的时候.陈利祥们正在艰难地摸索着车床原理。
若干年后，代表新兴资本的陈利祥们击溃了国有企业，并把这些高级技术人才请到了自己的厂里。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1975年，店口正在为缺乏技术员而大伤脑筋。
在公社的号召下，店口各大队已纷纷准备办厂。
为解决队办企业的出身问题，公社专门成立了“店口公社工业办公室供销经营组”。
这个挂靠在公社工业办公室下面的机构，是他们唯一的正式法人单位，它对外是供销业务组织.对内则
进行业务管理。
虽然70年代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但交易的规则却比市场经济更为严格，买卖不仅需要合同
，更需要介绍信、各种各样的证明来确认交易对象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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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我来说，这是一本翻开了就不能不一直读下去的书。
作者把店口镇的真实故事，写得生动、引入入胜，从一个角度看，店口镇的变迁正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究竟怎样转向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不但引起当下读者广泛
的关心。
而且有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一样，是一个引起未来读者持久关心的题材。
本书写作于2007年年底，因此店口镇的所有成就——其实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就——还要
承受2008年以后中国和全球经济大势突变的考验一这也是本书最大的悬念：作者详实记载并加以讴歌
的一切，在今天和未来的岁月里，究竟会演变成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教授店口式道路，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分支.
对整个中国经济都有借鉴意义。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赵晓在大宗商品的产业联结带上，店口的实践，印证了一个道
理，那就是后来者是有可能把后发劣势变成后发优势，形成超越的《先行者》一书揭示了这一点，而
这一路径的中国意义，非同寻常。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李志能《先行者》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发育的过
程，这个过程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但却是中国式的发展必经的一个历程。
我诚挚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这是一本心血之作。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秦朔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梦想加机会的实验场。
以观察者的身份，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的悲和喜，苦与痛，爱及哀愁。
在30年的历程中，有多少梦想产生就有多少梦想被消灭，有多少苦难一旦产生就被放大成一个事件。
而这本书的产生，让我们看到的是有那么一个地方。
梦想是会成真的。
　　——21世纪报系执行总编 沈颢30年沧桑之后，再问“当年我们曾如此相似，为什么今天他却富可
敌国”，绝不该被视为多余一问。
　　——《经济观察报》社长、总编辑 刘坚看了这本书你会富起来。
　　——中国百富榜制作者 胡润在30年宏大的中国改革史中，潜行于水下的店口故事，给人以耳目一
新的感受。
　　——财经作家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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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行者:一个小镇里的中国未来》讲述的是一个小镇里的中国未来。
一群平民在大时代下创造了恢宏历史，他们向着财富的狂飙突进，为后人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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