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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来新鲜。
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
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
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
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
”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
2004年7的某19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
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
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
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
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
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
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
、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
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
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
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
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
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
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
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
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
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
“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
”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
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
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
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
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
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
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
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
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
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
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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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汉。
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
颂。
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
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
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
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
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
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
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
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
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
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
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 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
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三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
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
量的40％。
    也是1 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
，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
。
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
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
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
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一举登榜，三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
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皈依基
督教的他离开人世。
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为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73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
司，随后的10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中国首富”之一，他的政
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
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
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
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
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
而勇于博取。
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
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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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
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
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
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
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三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
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
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
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
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
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
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
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
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绕过的势力，
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人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这
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为代表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
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语“TOSHIBA，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
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
至今，在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
的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
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
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
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
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
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
题。
    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尝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
如果当年联想的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
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
，海尔的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
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中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些
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
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
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
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
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
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
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是30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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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
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
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
    四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
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30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
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
者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
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
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
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    李普曼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乐的。
自从2004年的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
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
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
近它，实现它。
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
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从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
宸桥。
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北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戛然
而止，710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能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
20多年前，杭州段运河清澈可见游鱼，20多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
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
此刻，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运送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
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
的话，“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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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
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本书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
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
曲折发展；整个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整部书稿中都体现得极为真切和实在。
作者用激扬的文字再现出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
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时的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
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
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本书为上卷，记载1978-1992年间的企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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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波，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
被夸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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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 1978～1983 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 中国，回来了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企业史人物 “傻子”年广久
企业史人物 “老板”袁庚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企业史人物 川人春先
1981 笼子与鸟
企业史人物 难忘“任项”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企业史人物 “大王”如蚁
1983 步鑫生年
企业史人物 裁缝神话
第二部 1984～1992 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
1985 无度的狂欢
企业史人物 两面雷宇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企业史人物 郑氏之死
企业史人物 仁宝当家
1987 企业家年代
企业史人物 “承包典范”马胜利
1988 资本的苏醒
企业史人物 廿人沉浮
1989 “倒春寒”
1990 乍热骤冷
1991 沧海一声笑
企业史人物 牟氏幻觉
1992 春天的故事
企业史人物 黄家“天使”
致谢
企业史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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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 从元旦开始，全国上
下就弥漫着阴郁的紧张空气，1月1日，一向严谨而慎言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非同寻常地
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
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尽管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然而因通货膨胀和闯关失利而
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并没有很快地消退。
 经济局势发生了动荡，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也从四面八方射来。
便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
 9月25日，“傻子”年广久终没能逃脱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个大字不识、账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
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两年前，这个全国闻名的“傻子”跟芜湖郊区政府联营办了一个瓜子厂，他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
规范账目，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然是一本糊涂账，他抗辩说： “我知道进来多少钱，出去多少钱就行
了。
” 他的案子拖了两年，最终认定他虽然账目不清，却并不构成贪污和挪用，不过，法院最终还是以流
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
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谈话中，突然又说起了这个“傻子”，一个多月后，
年广久就被无罪释放回家。
 作为早期改革的标本人物，年广久在1989年的遭遇并非偶然事件。
这一年，中国的企业改革陷入了“倒春寒”。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革”还不太远，人
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
10月16日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
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新津刘家兄弟之一的刘永行回忆说，那一年大环境很紧张，没有人愿意来私营企业工作，希望集团几
乎招不到一个人。
浙江省萧山县那个花2 000元买回一勺盐的化工厂厂长徐传化则想把自己的工厂关掉了，镇长怕失去这
个纳税大户，便在年底给他申报了一个县劳模，这才最终让他安下心来。
 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地把工厂交给了“集体”。
王廷江是山东临沂市沈泉庄的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
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一位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工厂所有权
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
在这一年，把工厂捐掉的还有后来靠造汽车出名的李书福，他当时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极花”的
冰箱厂，它当然是一个没有出生证的非定点厂，就在杭州对非定点冰箱厂一片喊打声中，他慌忙把工
厂捐给当地乡政府，然后带上一笔钱去深圳一所大学读书去了。
 王廷江后来的经历是：他无私捐产后，立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山东省政府还展开了一个“向王廷江
同志学习”的活动，他创办的企业也由此获得了当地政府更大力度的贷款和政策支持。
到了1996年底，沈泉庄的村办企业发展到20家，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 000元，一跃成为沂蒙山区的首富
村。
2005年，王廷江领导的华盛江泉集团总资产将近70亿元，他拥有对这家企业的绝对调配权。
王廷江的一些亲属们开始成为亿万富翁。
在当年度《新财富》杂志推出的500富人榜排名中，王廷江最小的弟弟王廷宝名列233位，拥有6.6亿元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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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侄子王文光据估算也拥有 3.3亿元家产。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王廷江的一子一女也早已家财万贯”。
蒋锡培在捐产后也同样当选为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他在2002 年通过回购股权，又成为企业的资
产所有者，据估算当时他的资产已超过10亿元。
 王廷江与蒋锡培的经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日后，那些在 1989年“私产归公”的企业绝大多数又都通过各种形式回复到了原来的产权性质，而在
当时这确乎是人们恐慌心理的某种体现。
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则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万宝邓韶深之外，
还有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宝德有色金属公司的余振国等。
根据新华社记者顾万明的报道，到1990年3月为止，广东全省共有222名厂长经理外逃，携款额为1.8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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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北大、哈佛知名教授、四大财经媒体主编联袂推荐。
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
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阐释差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
来，由大众去加以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
 ——吴敬琏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精彩的华章。
今天中华儿女又能因我们的经济成就昂首挺胸面向世界，这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交织的
结果。
吴晓波用他的心和他的笔为我们编织了这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的“货殖列传”，我觉得其
重要程度和精彩程度不亚于“本纪”。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何志毅中国企业的崛起
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让人遗憾的是，迄今没有一部完整记录这段令人激
动的时代的书籍，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弥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白。
 哈佛大学教授、亚太区研究中心主任 劳维信《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同时他也
是朝向未来的。
他是标本也是标杆，因此将成为无数人前行的伴侣。
——《第一财经日报》 总编辑 秦朔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只是
政治变革的伴生品。
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刘坚中国缺乏连续而主流的商业史，这让中国的崛起充满偶然与不可预
见性。
在眼下这个全民读史的时代，《激荡三十年》的问世提供了一种社会与企业沟通的新的方式。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 牛文文以往，但凡称得上“史”的书籍，往往给人枯燥生硬之感，但吴
晓波的这本《激荡三十年》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历史，却用冷峻的灵性之笔，描绘了一个
充满刀光剑影的真实江湖，读来令人有种莫名的感慨。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 沈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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