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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首次从企业经营、管理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解读华西村的发展，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和大
量亲身实地采访的素材，对华西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勾勒，并将其历史与横向的机制、人才战略、发
展动力等分析结合起来，深入剖析了华西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外在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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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赢在华西》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年产值上亿元的村庄屈指可数，而华西村的产值却高达400亿元
，这不能不说是区域经济的奇迹。
即使作为企业集团，华西集团的产值也远远超过国内许多行业的龙头企业，这样一个从农业走向现代
化工业的商业奇迹，究竟如何诞生？
华西村的经济传奇背后，究竟隐藏着那些秘密？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华西凭借什么机遇和自身条件发展至今？
　　《赢在华西》一方面从管理、机制、人才等角度横向分析了华西村发展的内部优势，另一方面从
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上描写了华西村领导者和创业者如何成就这样一个乡镇经济奇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赢在华西>>

作者简介

　　刘世英，中信出版社2006年畅销书作者，资深传媒人，青年学者；央视“赢在中国”栏目推广顾
问，亚洲资本论坛副秘书长，广天响石企划机构董事长。
著有《分众的蓝海》、《谁认识马云》、《在路上》、《老子的财富：经营的高境》等。
　　冯治，作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首届优秀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
现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主要论著有：《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与规律》、《吴仁宝评传》、《中国三大村》、《周恩来的交际
艺术》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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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惊叹：不可思议的华西现象　　在中国提起华西，可谓家喻户晓。
它已经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典型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然而华西在人们印象中，依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很多人即便身临其境，也只看到表面的热闹，并没有取回可资借鉴的真经。
华西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如何从一穷二白的穷村发展为全国的首富村？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华西集团如何能保持旺盛的持续发展劲头？
华西集团独特的管理模式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正是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华西。
　　在华西，感觉不到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觉得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园林化的城市社区、治理有
方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华西采访和调研的每一天，我们都被华西的种种现象震撼着。
　　现象一一个村400亿的神话　　长江之畔，吴越福地。
2003年，华西村——这个坐落在苏南江阴华士镇的小村庄，销售额达到106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百亿
村。
2004年，销售额又达到260亿元，2005年突破300亿元大关。
2006年，华西村固定资产超160亿元人民币，全村销售收入超400亿元，向国家纳税7亿元!　　一个村
，400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纯粹的数字或许不够直观，那么让我们拿几个具体实例作对比吧。
蒙牛集团，作为中国乳品行业的巨头，其液体奶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冰激凌销售名列前茅，快速增长
的无菌奶业务更是无人能比。
即便拥有如此骄人的成绩，2006年，蒙牛整体销售额也仅突破百亿元。
也就是说，华西村一个村的年产值就相当于4个蒙牛集团的年产值。
　　400亿，相当于东部许多地区一个县的产值，甚至相当于中、西部一个地级市的产值。
　　现象二家家住别墅户户配轿车　　一走进华西，映入眼帘的是绿荫底下一排排整齐的别墅，如今
的华西，家家住上了别墅。
华西别墅是农家小院的升级，排列整齐，规划有序，美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土地，让良田美景
与现代化建筑居所完美结合，恰到好处。
在室内的装修上，华西人也十分讲究，水电气俱全，不仅拥有高档灯具、整体厨房、真皮沙发、红木
家具，而且连中央空调、背投彩电、电脑等现代家电也样样俱全。
内有客厅、卧室、餐室、浴室、健身房、车库、庭院。
　　华西住房舒适，出行更快捷。
华西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比较优越，村内道路南北纵横，还配备了全电脑交通指示系统。
现在，又建设了一条高标准的华西大道，与沿江高速公路连接，到沪、宁、杭三大城市最远的只要两
个小时，从而为各地来往客商提供了方便。
　　华西村民户户拥有小轿车，最多的人家有3辆，并且这些轿车多为奔驰、奥迪、捷达、富康、赛
欧等车型。
不仅如此，商务车、旅游车、公交车、警车、救护车、消防车、油罐车、家用车等各种用途的汽车应
有尽有，成为数量、种类全国村级第一的“轿车村”。
过去驾牛车的农民，变成了驾轿车的工人。
　　现象三不是“农村”的“农村”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丈夫把秤妻收款
，瓜果蔬菜皆是财”，“手牵耕牛，肩扛犁耙，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些一直是农民生活在人们
心中的印象。
　　但走进华西，你无法想象这里就是一个村庄。
它不是一个村，因为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相差太远。
但它又是一个村，因为这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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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村是一个花园，一跨进华西村就仿佛走进了绿色的海洋，山青、水秀、田美，景色如画，美
不胜收。
　　龙砂山如一条卧龙盘踞在气宇轩昂的华西金塔下，砂山上的香樟、毛竹四季常青，郁郁葱葱，在
山间漫步，让人如浴春风。
公路两边的山坡上一片绿色；山脊上是新建的万米长城、天安门、山海关等仿制的中国名胜古迹；山
脚下仿制了世界公园、美国白宫、法国凯旋门、捷克别墅、英国肯特红屋、菲律宾别墅、意大利罗马
别墅、奥地利维也纳画廊、德国爱因斯坦天文台等各国名胜古迹，风情尽收其中。
　　有山自然有水。
龙砂山下500多亩的龙西湖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湖中莲荇交横，鱼跃鸟啼。
一座座长桥盘卧在湖面，贯穿龙西湖：洛阳桥、姑嫂桥、赵州桥、五亭桥、将军桥，各地名桥汇集于
此。
　　山色葱茏，湖光潋滟，华西村就像一座大花园。
　　然而华西不仅是大花园，还是一个大型企业集团。
进入华西村内，偌大的发电厂昭示着这里的一片繁荣。
随着车辆的前进，一排排整齐的厂房映入眼帘。
“小住乡间寻旧故，片片厂房，难觅儿时路”是对华西巨变的真实写照。
　　1994年，华西村组建了集团公司，成为国家级企业集团。
如今，华西集团公司拥有西服、化纤、针织染整、炼钢、线材、热带、法兰等60多家骨干企业，1000
多种产品，10000多个规格，创造出“华西村”牌和“仁宝”牌系列名牌产品，驰名国内外。
“华西村”商标如今已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华西村”A股股票1999年在深圳上市，成为“中国
农村第一股”。
　　华西，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片现代化大集团的旖旎风光。
不仅如此，华西还是一个美丽的城镇。
　　夜幕降临，行走在华西，我们惊呼，这不就是19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所要的“田园城市”吗？
因为华西村的规划体现了朴素的“田园城市观”，即把华西村建成了一个“亦城亦乡”的乐园。
金塔上灯火通明，照亮了整个华西，整齐排列着的别墅群也在灯光中熠熠生辉。
华西金塔宾馆拥有三星级宾馆的高标准配置和标准化服务，而南苑宾馆更是有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
的总统套房。
既有乡间的宁静，又有城市的现代。
　　龙西湖畔新建的10多条大道旁，崛起了一幢幢现代楼宇，商业购物中心、现代化写字楼一应俱全
。
如今，周边的老百姓说去华西，都说“进城”，华西的一切使人实实在在感受到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
“村级城市”。
　　虽然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人们想象中的农村，依然是粗茶淡饭，讲究
的只能是吃饱，营养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
而如今的华西人，他们不仅讲究美味，还讲究营养和膳食结构。
　　华西组建了自己的农民烹饪代表队，在一次国际大赛中，夺得了多枚金牌，成为此次大赛中获得
金牌数量最多的代表队。
华西每年还会定期举办“中国民间民族菜肴文化节”，吸引大量的来宾。
现在，他们吃的大米、肉类、家禽、水产品都是绿色食品。
　　2006年，华西还从外面请来营养师，给华西家庭主妇办班，讲授烹饪技巧，以及营养搭配，力争
做到华西家家饮食安全，营养均衡，从而实现华西人的健康长寿。
　　现象四不是“农民”的“农民”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面朝黄土背朝天”似乎是中国农民
的缩影，他们贫穷，他们落后，他们愚昧，“稼穑转包当业主，皇粮辞去搞经营”。
如今，华西把这些“常规”印象全打破了，因为你从华西村民身上，根本看不到这些影子。
但他们在华西村出生、生活，他们仍旧是农民，只不过他们把“农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
　　华西村农民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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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产品有数千种，这些产品如何走向市场？
靠的正是华西村村民。
以前，他们埋头在田地耕种，如今，他们迈开双腿，把华西的产品推向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在华西，随便问一个业务员，他都能给你讲很多创业故事，包括如何推销产品、如何说服客户，
让你感觉面前的他根本不是农民，而是生意场上的“老江湖”。
从他的经历和谈吐，你想象不到，他以前曾是一个双手长满厚茧、土地里刨食的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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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中对华西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的总结，令人信服地说明华西经验值得学术界进行更加深入的
研究⋯⋯尤其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可以从书中学习到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地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赢在华西》一书用通俗的
语言，深刻解析了华西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以及独特的管理技巧，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相信
对于广大读者会有很大的启发。
　　——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　杨伟光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众多的案例、通俗的语
言，对华西之谜有了新的揭示，让我们重温了华西的创业道路，零距离地走进了吴仁宝的内心世界，
使我们对华西的经验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
　　——原《经济日报》总编辑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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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
光，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联袂作序推荐。
　　一个世人震惊的经济奇迹，一个共同富裕的现实社会，一个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一个人人成才
的学习型组织。
　　解读华西高速发展之谜，学习华西特色管理之道。
　　从农村到企业集团，从靠天吃饭到年产值450亿元，华西村的实践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
可能。
然而，深入剖析其中的奥秘，人们不禁会瓿——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华西？
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写就了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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