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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写序言的时候，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新闻铺天盖地，而之前丰田因召回事件而向中国消费者道歉的风
波却也还未退去——我不是有意将两个事件不对等地放在一起比较，而是想说明一点关于我们这一代
人对现实经济环境的感受。
我们这一代人是骄傲的，也是朝气蓬勃的，自然，对于一些历史发展的沉重和曲折无奈也是无知的。
前辈们批评我们是“垮掉的一代”，可能过于尖锐了，毕竟我们的成长环境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曾以为我们不用体验过去缺衣少食的艰苦，我们要适应的是未来。
但是，随着成长，我们身上的一些先天不足显现了出来，一些落下的功课也是时候要补上了。
历史总是不断前进，也不断重复的。
前人走过的路，对于我们的未来是有参考意义的。
为了成长，为了生命里的沉淀，我们渴望了解前辈们流下的每一滴汗水。
写作福耀集团的企业传记是一个很巧合也很必然的机遇。
无论如何，它成为了我了解前辈们的途径，也开启了我的反思大门。
一代人的优越感被沉淀的历史捏碎。
曹德旺，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卓越的民营企业家，带领我了解福耀集团以及中国民营经济在几十年来
发展的点点滴滴，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拙劣的文字承载一些东西，与大家一起分享成长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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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家首先要有人格，没有人格就很难成为企业家，中国话说：“小成靠智，大成靠德。
”    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国家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一个国家最麻烦的就是分配不均，我希望我捐股份
做慈善，能带个头，我想政府会支持的。
我常说，事必躬亲的老板不是好老板，但你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能退吗?我捐股份，同时也希望给改
革开放培养出来的中国富豪和既得利益者带个头，大家都来做慈善。
    佛家讲，布施有三种，一种是财施，像我这样的捐款，只是有钱人做该做的事情，功德最小。
我现在接受宣传，是为了动员那些有钱的人。
有人认为我带相布施很不好，那我就带相布施吧，我不死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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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月草，中山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新华社网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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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县委书记突然造访1987年春节，福建——这个中国东南部的省份，在过年喜庆与热闹的氛围外，也还
有几分萧索和寒冷。
这一天，家住福建省福清县的农民曹德旺家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拜年客人。
带队去曹德旺家拜年的是福建省福清县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亲自到一个农民家里拜年，这在福清人看来，可是件稀罕事。
此时，曹德旺的心情非常复杂。
他的身份是福建省福清县农村的农民，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福清县高山镇高山玻璃厂的厂长，更重要
的是，他是一个正在遭遇着各种审查的厂长。
福清县高山镇高山玻璃厂是一个村办企业，之前主要生产水表玻璃，曹德旺刚去高山玻璃厂的时候，
只是一个普通的推销员。
由于水表玻璃需求量小，全国竞争激烈，高山玻璃厂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困境。
1982年，曹德旺主动请缨承包了高山玻璃厂，每年的承包费用是6万，曹德旺其实手里没有什么钱，他
将自己刚盖好的新瓦房抵押给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款缴纳了承包金。
从此，曹德旺就成了高山玻璃厂的厂长。
在这之前，曹德旺对工厂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构思，因为没实权，对工厂种种问题的解决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
曹德旺在掌权之后，立即在高高的锅炉下面打定了主意：改造技术设备。
这个貌似强大的钢铁巨人本身的产出率非常低，急需改造，技术骨干不可或缺。
但是，之前的技术师光吃饭不干活已经被“请”走了，剩下的都是眼巴巴等着曹德旺把材料变成钞票
的人。
这时，他在采购界的老朋友发挥了作用，帮忙介绍了一个上海的工程师过来。
于是，全厂人都翘首企盼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
李维维的出现，多少有些超乎曹德旺的预想。
穿着工作服的李维维其貌不扬，40岁上下的年纪，步伐稳健，行事作风透露着干练的味道。
这位从上海赶过来的女工程师一下车没有接过曹德旺宴会洗尘那些客套的话头，劈头就要看图纸，边
看边走，不时针对图纸里的专业问题发问。
到了车间，李维维爬上高炉，绕着走了一圈，图纸里的东西仿佛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了，当即指出了核
心问题所在——改善电炉丝。
只要更换新的电炉丝，第二天就可以出玻璃了。
这一连串干净利落的行事作风令曹德旺暗暗佩服，于是他一丝不苟地按照李维维的指挥去部署。
第二天，刚到工厂的曹德旺发现员工们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正如他所坚信的，高炉出玻璃了！
这也意味着——工厂开始挣钱了。
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玻璃只要产出来就畅销无阻，大家都很开心，看着一直热盼的玻璃出炉就如
同看到了自己的工资一点点地积累起来。
李维维此行的技术客串至此完成了。
在高山，她前后也就停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一个是做事干练、敢作敢为的厂长，一个是技术精湛、巾帼不让须眉的工程师，7天的磨合，足
够让曹德旺和李维维都了解了彼此的行事风格。
这只是他们一生合作的序幕而已。
曹德旺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在采购界编织的关系网屡次被证明是独具慧眼的。
除了带来材料采购上的便利，更给他带来了商业运营的核心消息。
一次普通的拜访，来自上海的采购员又一次带给他一个价值连城的消息：汽车玻璃炙手可热，几乎可
以当人民币用了。
这话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对没有夸张之意。
20世纪80年代，进口汽车大量涌人中国，而国内当时不会生产汽车玻璃，配一块进口汽车玻璃要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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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其实玻璃行业内的人都知道，一块玻璃成本顶多几百元。
国外汽车玻璃企业卖出这样的天价，这不是明摆着欺侮我们中国人吗？
曹德旺的心中交织着沉重的压迫感。
他不服气。
买来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计图纸，没日没夜地蹲在炉边反复试验，终于做成了一种汽车玻璃万能模
具。
紧接着他立即着手建立汽车玻璃厂，开始了常规的、大批量的生产。
中国汽车玻璃靠进口的历史就这样在一个民营企业家手中宣告结束了。
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保险公司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投资曹德旺的企业，鼓励他扩大生产规模
。
那些年，成本几十元的成品卖到几百元，市场依然供不应求，有人说，曹德旺简直是在印钞票。
曹德旺立志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玻璃，同时，他也很舒坦地看着机器不断地为他挣钱。
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赚钱年代。
1985年元旦开始筹备，5月29日剪彩投产，当年竟然就挣了70万元。
源源不断而来的财富构成了曹德旺日后成立合资公司的资本。
这个时候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工厂也沿着规范的道路运行，曹德旺似乎可以真正地掌握工厂的决策权
了。
但是，改革开放刚起步，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处于摸索阶段，经济和政治的较量时而爆发。
赚钱发了家的曹德旺带领工厂在市场经济中运转的时候，改革引起的阵痛却悄然积聚，爆发了。
几个不服从管理的工人因为管理的需要被开除了，恰好，他们是官员的家属。
这一般被视为私怨，官员抱怨一下也就算了，大不了不支持工厂的发展也就算了。
但是曹德旺撞上了火山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官员告一个厂长贪污，这是行政事务。
但是，政治的威力是不可低估的。
查账本、交代事情、写报告⋯⋯无数的反复。
对不同的人要一遍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话要对不同的人讲。
流言飞语在工厂甚至是整个高山镇不断扩散开去。
曹德旺几乎都可以背出要交代的材料了，身后却还有一大堆厂里的事情要处理，个人背负着罪名和屈
辱却仍然要为工厂的发展而穷于应付。
这时候的曹德旺处于一个窘境。
可是，当税务局把曹德旺多交的税款退回来的时候，官员傻眼了。
这些税务局退回的税款，还了曹德旺一个清白。
但是，曹德旺已经对高山镇这个地方的人事关系不抱希望了。
“应该彻底离开这里。
”曹德旺厌倦了钩心斗角。
所以，在县委书记领着一帮人来拜年之前，曹德旺正一心一意地想着离开。
曹德旺透过茶杯冒出的热气，眼光落到了书记的脸上。
书记的理解激发了曹德旺的热情，满脑子的计划已经憋不住了，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办厂子的新规划
：搬，把厂搬到福清去！
那时候国家的工业发展刚起步不久，许多领域还不完善。
汽车工业的发展前景很广，但是配套设施基本上依赖进口，玻璃这一块领域更是空白。
这个时候进军玻璃制造业无疑是战略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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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玻璃大王曹德旺:中国民营企业艰难成长的缩影!》讲的是一部草根创业史，这是一部中国人自强不
息的奋斗史，“做一片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曹德旺这句质朴的话语，背后是怎样的壮志雄心！
福耀玻璃——中国民营企业艰难成长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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