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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模范记者的《中国模范生》　　吴晓波　　这是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
　　这个偏居东南一隅、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是怎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的？
那些不起眼的商人是怎样“洗脚上田”、成为最受关注的商帮集团的？
温州模式的真实内涵是什么？
为什么这里会聚集中国最大规模的专业市场集群？
“中国制造”是如何在这里萌芽并遭遇困境的？
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与自然、社会环境有没有可能和谐相处？
　　这都是让人着迷的“世界级课题”，在这些问号的背后几乎隐藏着“中国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
　　胡宏伟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
度的解读，他的工作让人产生敬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一门“显学”。
无论在国内学界还是国际学界，目前最流行的学术视角是制度变革，芝加哥流派的制度经济学因此颇
受倚重。
与之相比，胡宏伟的观察则显得更加的广阔，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
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描述了浙
江民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性的特
征。
在过去的30年中，浙江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稳健，民众的富足与地方政府的财政
增长比较均衡，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基层民主建设循序渐进，正是这些发展成果让浙江经济成为最具
标本意义的研究对象。
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与解释，正是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共同课题。
因此，胡宏伟提供的大量事实和数据堪称珍贵。
　　与此同时，胡宏伟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
在本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历经百难的浙商群体。
　　从商业史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
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
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战争废墟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
助和井直熏出现了。
在3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烘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时代。
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这群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俱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他们的创业历程从穷乡僻
壤起步，跌跌撞撞，倔强前行，终成一支显赫的商业力量。
30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商业奇迹，他们自己也成为全世界最不
容易被打败的商人。
这群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不是“产生”于某个时代，而是他们自身创造了这个时代。
以提倡大历史观而著名的华裔学者黄仁宇在晚年曾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变革，其深其难，实在于中
国人的生活宗旨的改变”。
胡宏伟的研究其实已经很真实地触摸到了这个深度，而这正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最大变数和挑战。
　　2007年底，浙江人民出版社楼贤俊社长问我：“如果要写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书，你推
荐谁来写？
”我脱口而出：“胡宏伟。
”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相交近20年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
　　在超过20年（1986—2008）的传媒业经历中，胡宏伟几乎目睹乃至参与了浙江变革的所有过程。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往的20多年里，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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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一种类似踏青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
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
我一直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雨露之下，秋天，必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
”他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有过专著《温州悬念》；他是最早对浙江专业市场和产业模块进
行研究的记者；他是“炒房团现象”的最早观察者，著有《温州炒房团》一书；他是很多著名浙江企
业家的好朋友，写过《非常营销》一书。
他用脚走遍了浙江的每个角落，用手写了数百万字的报道文字，用脑思考了无数个问题，如他这般“
脚、手、脑”并用、持续20多年专注于一块土地万千演变之人，举目浙江，已是非常罕见。
所以，他正是这一选题的最佳创作人选。
　　正如胡宏伟在后记中所深情流露的：“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生逢浙江。
这个清秀的、有山有水的沿海小省，却蕴藏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最深厚、最强劲的动力元素。
”我很了解这位知交多年的老朋友，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的内心激荡，也为他能以
如此富有责任感的心境和充满才情的文笔完成一部即将流传的作品而无比的高兴。
在他最终完成的这部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一种深思与反省的气质，他在改革开放的时空背景下，旧地
重游、旧时再历、旧人再访、旧事再思，就跟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职业原则那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独
立的姿态，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
　　《中国模范生》的价值既在当下，更在未来。
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曾经说：“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
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
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事实上，胡宏伟用自己的心血凝造出了一个踏实而精致的台阶，从此往后，对浙江变革的观察将剑
及履及、由此而进。
　　是为序。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大败局》、《大败局Ⅱ》、《激荡三十年》、《非常营销》等畅销
书作者，“蓝狮子”财经图书策划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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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3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
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在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
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
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生发于浙江，进而绽放于中国。
    正是循着这样的视角，我们清晰地发现了改革开放3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本书以客观的记
叙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再次感受并分享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宏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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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宏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曾在新华通讯社就职18年。
现任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东方早报社，高级记者。
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现象的报道、研究。
主要著作：《温州悬念》（2001年）《非常营销》（2002年）、《温州妙房团》（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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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第三部  1992—1999大突破  第六章  致命的产权    天上掉下个陈金
义    “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    集体经济“转身”    “国有者”突围    [浙江改革史档案]  浙江改革
的“所有制效应”  第七章  集群为“王”    “第三意大利”寓言    “小的”很美好    往何处去    [浙江
改革史档案一]  浙江产业集群分布概览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2000年浙江总产值前20位产业集群列表  
第八章  政府的角色    北京“浙江村”大清理    温州官员怎么办    “无为”与“有为”的边界    [浙江改
革史档案一]  温州“下海”官员谱表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浙江“下海”官员中的两类人第四部  2000
—2008与“成长的烦恼”同行  第九章  焦虑的富人们    徐冠巨“出山”    浙商的“政治经济学”    财富
阶层的“灰色地带”    父辈旗帜下的“富二代”    [浙江改革史档案]  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
启示  第十章  饱暖思民主    我们可以说“不”    倾听草根层的声音    “非政府组织”胎动    [浙江改革
史档案]  浙江“先富群体”的竞选参政冲动  第十一章  “浙江制造”变局    外面的世界    千根断指的背
后    “2008”之痛    阿里巴巴“芝麻开门”    [浙江改革史档案]  “八八战略”：科学发展观的“浙江
版”尾声  浙江“三问”  一问浙江：“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
  二问浙江：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
  三问浙江：“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
后记  生逢浙江附录  浙江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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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集体经济“转身”　　浙江是中国特色股份合作经济的首倡之地。
这一新型产权制度的诞生，最初是因为浙江南部个体家庭工业欲逐步做大而必须走向联合，同时又敬
畏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压力，最终“杂交”形成的特定产物。
由于其兼容了产权清晰与集体主义色彩的双重优势，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急于实现改革突围的浙江北
部、东部乡镇集体企业的主要制度选择之一。
这一幕，在1993年后大戏开场，并不断深入。
　　社队经济原有基础的厚实，以及相对靠近计划体系的中心城市，决定了浙江北部及东部绝大部分
地区农村改革开放启动后，走上了类似“苏南模式”的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发展道路。
由此带来的乡村经济的迅速复苏与繁荣是显而易见的。
到1990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上升至70.5％，其中乡镇集体企业产值
占全部乡镇企业产值的78.8％。
　　但乡镇集体企业先天产权不清晰，地方政府凭借行政权威肆意干预，造成其从很大意义上无法真
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乡镇集体企业的制度缺陷开始显露，活力衰减，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效益下降。
1985—1990年，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利润率由39.8％降至26％，减少了13.8个百分点；每百元
资金实现利税也由20.67元减至13.6元，下降了34.2％。
　　浙江乡镇集体企业为此开出的第一帖药方是推行“承包制”，即以协议约定的方式，从乡镇政府
手中争得有限的经营权。
　　鲁冠球可能是在“承包制”问题上看得最清也走得最远的乡镇集体企业经营者。
1987年10月8日，他参加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时坚定地表示：“承包应该是全权承
包，应该将自主权充分地交给企业。
如果没有人事权、投资权，企业就无法到市场上去竞争，无法打入国际市场。
”　　此时的鲁冠球已经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并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他领导的万向
节厂也已成长为能与同行业国际巨头相抗衡的中国乡镇企业首领。
鲁冠球以自己卓越的经营才华和强势的行事作风牢牢地掌控了企业。
但从产权关系上说，他一手造就的万向节厂仍完全归属乡镇政府所有，谁也不能保证，乡镇政府不会
在某一天用一纸公文让他卷铺盖走人。
　　1988年，心中一直隐隐难安的鲁冠球和万向节厂所在的宁围乡政府官员面对面坐下来谈判。
他把万向节厂多年积累的净资产评估为1500万元，提出将其中的750万元明确划归乡政府所有，其余归
“厂集体”所有。
乡政府的利益继续用基数定额、逐年递增上缴利润的“承包制”方式予以保证，而乡政府的角色则从
过去可以为所欲为的企业产权完全代表者，转变成只能与“厂集体”平起平坐的股东。
鲁冠球以这一后来被称作“花钱买不管”的和平赎买，获得了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鲁冠球“花钱买不管”的经典手笔既是超前改革意识下的灵活手段，也是温和无奈的妥协。
他的成功带有其强势身份所造就的个例色彩，难以大面积复制。
　　在左右尴尬的“承包制”之后，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的确需要一次普遍的制度性突破，以激发全新
的发展活力。
借着邓小平南方谈话“胆子再大一点”的东风，以产权关系重构为核心的又一轮改革于1993年在浙江
乡镇集体企业中审慎启动。
　　因乡村工业星火燎原而崛起为浙江“第一强县”的绍兴，这一年将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最早
试点选在了杨汛桥镇。
时任县农经委主任陈楚卿回忆说，对改制问题，用当时省长沈祖伦的话讲就是建立“捆绑机制”，即
要把企业的命运与经营者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
改制的具体方式上，或“租”、或“卖”、或“并”、或“包”，但大多数还是选择了股份合作制。
　　杨汛桥的厂长们对改制既感到兴奋，又有些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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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个时候谈论产权“仍然很敏感”，通过改制成为富翁“仍然很危险”。
　　经过多次整夜的开会磋商、激烈争吵，杨汛桥镇政府与镇上的大小企业反复“讨价还价”，双方
终于达成了妥协性的折衷改制方案：评估资产后，切出总资产的60％—80％留作“政府股”，剩余
的20％—40％量化到个人，其中企业经营高层、中层、一般员工各占1／3；以现金购买股份，并按1
：1的现金进行配股，但所有个人只是享有股份分红权，没有所有权。
　　显然，这一方案不得逾越的几条高压线是：政府仍掌控企业绝大部分股权；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持
股摊大饼；所谓个人股份并非彻底产权。
从表面上看，方案完全符合股份合作制的主要特征，但其结果却是，政企不分的痼疾“死不了”，厂
长们渴求已久的独立自主“活不了”。
　　作为一次“失败”的试点，杨汛桥改革并没有在绍兴全县进一步推广。
　　一方面是改革推进如履薄冰、摇摆徘徊；另一方面，借锐意改革之名，大肆捞取产权红利的现象
日益严重。
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万民状告镇政府的“壶镇事件”。
这一事件时间跨度之长、案例之典型、利益纠葛之复杂，颇为罕见。
　　壶镇地处浙江中部丽水地区缙云县，传统工商业小有名气，号称浙南四大集镇之一。
1994年，镇上出了个被当地官员们视为“疯子”加“钉子”的“刁民”卢周喜，从这年起，他作为该
镇团结村等18个村万余农民推选的代表，怀揣摁满血红手印的控诉信和16万元的告状集资款，100多次
到县城、80多次到地区、40多次到杭州、3次到北京，奔走呼号，唯一的目的就是讨一个说法：我们农
民集体所有的企业，乡镇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利擅自转让、拍卖？
　　此事要从1970年说起。
那年9月，缙云县原白六公社农民卢德善、卢茂根、项连生、卢云进等人创办了白六农机厂。
　　“说是个厂，其实也就是一间修理农机具的小铺子。
”据首任厂长卢德善回忆。
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方便游走外乡时开介绍信有个合法身份，白六公社以泥水、木工、打铁为生的
手艺人自行成立了手工业联合社，每个参加者每月上缴联社管理费3元。
创办农机厂就是靠这笔管理费的378元节结资金起家的，而且这笔钱不归公社革委会。
　　刚开张时，厂里的职工都是自带铺盖、蓑衣、铜锅、蔬菜和大米等生产和生活用品。
大家不领工资，而是实行工分制，年终回各大队参加分红。
白六公社18个大队都曾经对厂子的发展伸出援手。
南田大队送来过毛竹，前山大队提供过粮票，还有来自各队的诸如硫酸罐、梯子、磨具等大量实物投
人。
　　情况似乎再清楚不过了：白六公社以及后来的白六乡政府从没有投入一分钱物，农机厂就是18个
村农民亲生亲养的儿子。
但后来，随着厂子规模一再扩大，产权归属关系就越来越模糊了。
　　1977年，白六农机厂升级换代，改产微型拷边机。
1982年，迁址团结村新厂房，并更名为缙云县缝纫机厂。
到1992年，缙云缝纫机厂已经堪称当地的乡村工业小巨人了：拥有职工445人，固定资产原值444.6万元
，年创产值1543万元，利润216.4万元。
其产品还获得了全国科技星火博览会金奖，并被评为省级明星企业。
　　这一年，浙江全省统一推行撤区、扩镇、并乡工作，原白六乡连同相邻的三联乡、浣溪乡、括苍
乡和壶镇等四乡一镇，扩并为新壶镇镇。
缙云缝纫机厂这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一夜间被划转为壶镇镇办集体企业。
将“老母鸡”辛苦养大的农民不甘心。
原白六乡人民代表当即联名向壶镇镇人代会提交议案，要求明确缝纫机厂的产权归属，未果。
　　对原白六乡18村百姓执拗的质问，壶镇官员认为是“无理取闹”。
1993年，浙江在全省范围开始乡镇集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镇领导觉得“彻底解决”麻烦的时
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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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底，壶镇镇人民政府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签下一纸协议，将缙云缝纫机厂以56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
原厂长卢唐寿。
半年后，卖价又不明不白地陡降至72.8万元。
　　农民们愤怒了。
1994.年1月18日，原白六乡所辖18个村万余农民联合签订“18个村协议”，推选出18位代表，由见过世
面、懂点法律的“刁民”卢周喜领头，成立“维护企业资产权益小组”，人均集资ll元，从此走上了
艰难的告状路。
　　卢周喜四处碰壁后承认，原以为人多力量大，出了门才发现农民再多也只是一把草！
不记得有多少次的哭诉和望眼欲穿的等待，不记得遭受过多少次的冷面和呵斥，等到的却是曾经红红
火火的缙云缝纫机厂濒临倒闭。
被卖掉的当年，缙云缝纫机厂原因不明地从原本年赢利数百万元一下变成亏损46.5万元，1995年亏
损85.7万元，1996年更是巨亏了145万元。
　　急红了眼的农民们想到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缝纫机厂的产权纷争，缙云县法院却压根不予受理。
　　但农民们还是找到了一线希望。
作为积累资金，原白六农机厂每年的利润均全部或部分上交给乡企业办公室，母鸡下蛋，蛋孵小鸡，
当地先后又办起了缙云仪表元件厂、缙云饲料厂等。
其中，缙云仪表元件厂跻身当时丽水地区人均创利税最高的先进乡镇集体企业行列。
但其最终命运和生养它的“老母鸡”一样。
1993年12月，壶镇镇政府以“明确产权，理顺关系，提高经济效益”为由，将缙云仪表元件厂的机器
设备以43.08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原厂长徐福忠；3间厂房以50万元卖给中国银行壶镇支行；另6间厂房
以76万元卖给壶镇信用合作中心社。
至于那辆让人眼馋的八成新蓝鸟小轿车，“经镇政府研究决定，归镇企业办公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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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记录了浙江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浙江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省，也是个同家投入很少的省
，而在过去30年间它却成为了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省，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两条简单原因，即人的创
造力和制度的灵活性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是人的思想解放浙江对于中国，主要还不是代表过去，而
是代表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范生》所描述的浙江，应该是未来的“中国模范省”。
　　——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钱颖一　　中国是全球市
场经济中的“后来者”，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模范生”　胡宏伟的新著《中国模范生》以记者的
洞察力、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学者的思辨，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浙江经济的宏伟画卷：从既无自然资源优
势又无政策优惠的贫困落后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大、人民幸福感最强的省份，以及作为其
经济主导力量的浙商如何从“农民”到企业家、从小到大、从单个到群体、从中国到世界的奋斗历程
和贯穿其中的商业精神。
　　——北大学教授《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何志毅　　浙江的实践告诉我们，思路决定出路，
作为决定地位　《中国模范生》本着激励我们充分运用自己才能的精神，启发我们在不断加快的变革
中，重视一些不变的东西。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鲁冠球　　以浙江的成长来看中国30年改革成就，这使本书有了独特
的视角　窥一斑而知全貌，非常值得看，也非常值得珍藏干案头。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　丁磊　　共同走过30年，方知浙江与浙江人改革历程的独特价值　胡
宏伟以客观的记叙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使我们再次感受并分享了这一弥足珍贵的宏大篇章　　存中国
的历史上，过去的30年，第一次让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自由去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本
书刻画的不仅是浙江的足迹，也是中国的梦想在这里，你可以读懂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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