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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商是大商    苏商源远流长，古代苏商最杰出的代表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号称陶朱公，曾在苏南太湖
一带经商，富甲天下。
近代苏商以实业报国，江苏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当代苏商人才辈出，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苏商是大商，这是由苏商精神所决定的。
苏商精神集中起来有四个显著特征，即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
    苏商以报国为本。
产业报国是苏商的崇高理想，超越单纯的发家致富。
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初期的民族工商业，主要在江南一带兴起，如南通张謇、常州盛宣怀、无
锡的荣氏兄弟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他们怀着振兴中华的理想，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全力报效国
家回馈社会，成为苏商的功臣元勋。
    苏商以实业为基。
实业是经济的基石，苏商一贯专注于实业，对发展实业有浓厚的感情和极大的兴趣。
在长期的积累中，苏商的产业基础坚固，从业素质提升，逐步养成了诚实守信、务实苦干的优秀品质
。
在商界，苏商始终展示了诚实做人、稳健做事的美好形象。
  苏商以开放为先。
江苏经济两头在外，资源在外，市场在外，惟有开放才能生路。
苏商以“四千四万”精神不断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改革开放以来，苏商在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两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现在正在向企业国际化、
人才国际化方向不断迈进。
    苏商以创新为魂。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苏商敢为天下先，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实践中探索“一包三改”，创造了苏南模式。
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苏南通过开发区创业，走出一条集中工业化的发展之路。
当今苏商发扬“三创三先”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奋勇前进。
    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四位一体构成苏商精神的精髓，苏商文化底蕴深厚，
养育苏商不断走向成功的大商之路。
    苏商百年奋进发展，前后多次大创业，主要是近代工商业，建国初期，乡镇工业、开放经济、民营
经济和创新经济等，每次大创业都有不同特色，创造辉煌业绩。
苏商遍及海内外，大量江苏籍企业家打拼在四方，闯出一番事业。
    百年流长历经艰苦奋斗，万千苏商成就大商伟业。
    钱志新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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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苏商(大商之魂)》反映1900年以来苏商作为中国古代重要商帮之一的兴起、发展历程，重在写
出这个百年商帮的精神史——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
在这百年流变中，苏商实现了从古代苏商到近代苏商再到新苏商的五次历史跨越，而每次跨越都以一
个个被人称道的名字引领了一个潮流为标准。
《百年苏商(大商之魂)》共八章，全景式地再现他们在百年流变中完成产业报国、乡镇企业、外向经
济、民营经济、创新经济五次大创业，不断创造辉煌，乃至赢得世界舞台的的商业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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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经历了一场风波。
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惟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
荣氏兄弟只得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
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获取盈利。
他们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当初
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取得第一个成功后，兄弟两人不分红利，全部用于再投资。
 当时，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以面粉最为大宗，即便战乱时销路也不受影响。
荣宗敬在钱庄的业务中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多。
另外，清廷当时给予面粉免税的待遇，因为据说面粉是“洋人的食粮”。
兄弟俩一商量，觉得面粉行业是一个可以投资的行业。
 当时中国境内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
为了节省资金，荣氏兄弟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再配上英国的机器，采用60匹马力引擎，
作为一个性价比最佳组合的选择。
荣氏兄弟的姑夫朱仲甫早年在广东担任税务官，由他帮助集资3.9万元，并由他出面向两江总督府申报
，同时申请10年的专利权。
1901年3月，荣氏的面粉厂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破土动工，此处三面环水，原料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
工厂，成品也可以顺利运出。
一开始，保兴面粉厂的销售在江浙并不理想。
一则江南主食大米，对面粉需求有限；二则当地乡绅们散布谣言，说保兴的面粉里有毒。
后来荣氏兄弟找人专门在北方负责销售，终于打开销路。
办厂两年后，当初的发起人之一朱仲甫决定抽出股金。
荣氏兄弟于是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同时接受了怡和洋行的买办祝兰舫的部分新股，企业资本由此
扩大。
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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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苏商的发展，特别倾心于苏商精神的传承。
总结百年苏商的奋进历史是我一以贯之的愿望，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如愿，定名为《百年苏商》。
传承苏商精神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苏商源远流长，人数众多，本书主要写录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代表人物。
对于人事的态度，应以当时当地的历史而定，无需苛求。
如有疏漏及不周之处，请予谅解。
    本书由我发起，组织一个写作小组，集体研究后分头撰写。
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由张祖安执笔，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由张现军执笔，第六章、第七章、第八
章由严学锋执笔。
最后由我先后修改两次才得以定稿。
由于我们水平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钱志新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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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志新所著的《百年苏商(大商之魂)》——一个百年商帮的奋斗与梦想，全景式再现苏商集传统人文
精神与现代经营智慧于一身的精英群体。
苏商源远流长，古代苏商最杰出的代表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号称陶朱公，曾在苏南太湖一带经商，富
甲天下。
近代苏商以实业报国，江苏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
当代苏商人才辈出，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苏商是大商，这是由苏商精神所决定的。
苏商精神集中起来有四个显著特征，即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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