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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为改革开放以来见证了温州社会变革的温州众生立言。
　　温州社会的演进，不单单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博弈均衡的
结果。
基于此，课题组走访了温州社会政策决策者、政策执行者、政策研究者、政策受惠者和温州经济社会
变革的先行者、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个利益层面的普通民众，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出于尊重当事人的考虑，我们对访谈的对象均未署真名，但做到尽可能保留口语本身的粗砺性，不加
粉饰地记录他们的声音，因此读者可以相信本书所有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将研究者的主体位置与被研究者的客体位置置于双方互
动的平台上，通过被采访者的回忆和感受来反映历史，使历史更为立体和生动。
客观呈现口述材料，为读史者提供自主判断空间，能使口述历史更具开放性。
因此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往往比文献史料更为全面。
本书正是温州社会各界人士口述温州社会变革的真实记录。
　　课题组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下两点：一是以个案调查为主，搜集文献材料为辅。
二是围绕个案强调深入、微观的调查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整理口述材料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部分篇章完稿后未经访
谈对象本人审阅，在此，恭请本书涉及的访谈对象谅解，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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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温州社会各界人士口述温州社会变革的真实记录，分五个部分：政策回眸、商界风云、社会变
迁、民间组织及社会众生。
34位当事人的口述，折射出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温州经济和社会秩序变革中生存状态的衍变历程，以及
由此萌发的对社会改革目标的多元化要求。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本书记录的这一个个温州人鲜活的创业传奇，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温州敢
为人先、持续创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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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丹，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多年，主要学术方向为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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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辑一 政策回眸　　口述者：80年代中后期温州市委主要负责人男　　口述整理者：王文奇　　访
谈时间：2004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该老同志的家　　经过再三的努力，老人的家属终于同意接受
访谈。
当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赶到老人的家时，房屋陈设的简陋有些让我们吃惊。
你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个曾经担任温州市“第一把手”的家。
老人由于身体的原因，只能用低沉的声音与我们交流。
他偎靠在一把藤椅上，说话时，右手不停地颤抖。
谈话间隙，他艰难地喝下了一碗中药、但他思维的缜密，头脑的清晰与身体的孱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他们说我是“个体书记”　　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有些事情也不必要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了。
历史自有公允，历史是客观的。
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全党、全民曾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重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十分重要。
　　我是1985年12月去温州的，当时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诸如“包产到户”的争论非常之大。
就在我去之前，市委书记还在抓资本主义，曾抓过著名的“八大王”。
省委派到温州的工作组接连不断。
　　我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相信你，让老百姓吃饱饭。
那时我的想法是要搞好国有企业，我也是按这个初衷去实践的。
我做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何去何从，让实践来说话；是好是坏，让实践来说话。
　　国有企业中我们调查了友谊工厂，汇总的意见是搞不好。
因为它的产出少，投入也少，你叫它积累根本是一句空话。
国有企业一般来说都不容易搞好，虽然它也是尽力的，但它的机制、体制决定了它的命运。
我也调查了个体私营经济，它最大的生命力是投入小、产出大、积累多、良性循环。
它的投入产出比例是这样：1元钱投入，有10元钱的赢利；而我们的国有大型企业，10元钱投入，只
有1元钱赢利。
反差这么大。
　　国有企业不改革，就必定萎缩，这是规律，不可阻挡的。
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争论很大，笑我是“个体书记”（笑了起来）——不是老百姓，是政界的人背
后这么说的。
　　经过对温州十三个县的调查，我们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国有、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经济、个
体经济“五个轮子”一起转》，报告中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在温州的主导经济不是国有、集体经济，
而是个体私营经济。
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在某些生产环节，个私经济是主力军》，
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头版头条，还有《中国供销合作时报》，也是头版头条，时间记不
清了。
　　我的一些想法都是从实践当中来的。
我认为解放以后，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曾出现过急躁冒进倾向的错误，最典型的就是“学大寨”，“小
靳庄”我也去过。
这些经验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
　　我们再从实际看，温州的经济是有生命的，这样的经济老百姓欢迎，国家也很欢迎。
就在温州经济发展备受争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出温州是“偷漏税经济”，也就是说，温州富起来，是
靠偷税漏税富起来的。
我不否认温州有偷税漏税这种事情，但是当时我回答他们：我们温州国民收入100元钱，就有7元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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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这是全省都有名的。
我请问，如果温州偷漏税多，那其他地方是不是就更多了？
　　其实呢，应该去研究的是如何对个私经济加强管理。
当时中共浙江省委针对温州的情况，正式下文提出了六字方针——“教育、引导、管理”。
“教育、引导”是要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管理”。
管理在强化了政府的职能的同时，还应该让市场经济畅通发展。
我们今天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培育了市场环境，如果没有培养市场，那市场经济无从发展。
温州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温州个私经济发展的文件，那是因为发展个私经济，需要一个保护的环境
，需要用旗帜鲜明的条款保护个私经济的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环境，也要有一个小的环境，最好的环境是
一方官员的头脑要冷静，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经济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
我们国家的金融机制是国营的机制，个私经济一发展，直接冲击了我国金融既有的模式，所以温州率
先实施了新的金融浮动利率，率先开设钱庄，这在温州是不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时这样搞的确有争论
。
对温州这些新的金融现象，老百姓们说“好得很”。
　　由于国有银行对个私经济经营者的贷款有限制，这样个私经济经营者连着一两年吧，不跟银行打
交道，他们向民间借贷，所以出现了民间金融倒台的教训。
我到温州去工作第一个就是一批“抬会”倒台。
改革开放之后，银行还是实行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的政策是不行的。
　　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产权明晰。
当时温州有的企业生存的周期很短，什么原因呢，就是产权不明晰。
当时温州农村的企业，如协办企业，实际上都是个人投资的，集体没有什么投资。
所以1989年以前，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工作组搞产权明晰，如果不搞产权明晰化，即使搞经济体制
改革，那都是假的，没有落实到实处。
中央调查组来温州调查，最后肯定这么做是对的。
　　我认为自己对温州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搞股份经济。
桥墩门啤酒厂我最熟悉了，现在那厂长已经去世了，我最早在那里作调查，啤酒厂的事也可以说是我
导演的。
　　老百姓日子好了就好，我官大官小没有什么，死得早死得晚也没有什么，我想为老百姓办一点事
，我想得很多。
当时省里曾经要把改革试验区取消掉，我认为不能这么做，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决定的，省里无权取
消，试验区的领导是由中央和省委干部担任的，中央的领导中有杜润生，这是有文件的。
　　温州经济发展中，一些国有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我们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人补偿1万元钱。
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10万元，工人们拿到钱都非常高兴。
这1万元，企业能拿就企业拿，企业拿不出就政府拿。
　　那时包括学校医院里的征用土地费长期解决不了，后来基本上都处理好了。
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了，养老金、土地收益金都要征地单位承担，学校、医院用农民工也是没办法，必
须要用。
农民工每人拿了1万元，他们满意了，单位也就不用再给他们安排工作了，减轻了负担。
农民工拿了钱做生意去，高兴得很。
　　市政建设我们那时开了个头，利用级差地租，改造了人民路。
当时省里面跟我说停下“楼堂馆所”，我说我这个不是楼堂馆所，我没有搞楼堂馆所，我是改造人民
路，而且是非政府投资的，是集资联建。
我记得我们改造了28万平方米，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扩路，我是尝试一下，看看究竟怎么样，当时
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保障简单地开了一个头，搞了一些试点，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中搞社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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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这是在1987年、1988年、1989年，三年实验。
我们当时就怕把这笔钱挪为他用，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账户到个人。
教育方面，我认为整个来讲，温州当时的教育是不错的，平心而论，某些县、某些乡村还是远远不够
的。
当时情况最清楚的还是宋文光，宋文光当时是试验区办公室的主任。
　　在温州几年，我没有在重大问题上犯错误。
我的思想有点偏激，人们一下子接受不了。
有人说，你这人太傻了，公开发言，暴露自己，这个不应该，要收敛一下。
我态度很明确，错要错个明白，对要对得正大光明。
　　访谈感想　　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最高领导。
那时候，温州的私营经济比例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温州成了全国最
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
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虽然与他息息相关，但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却是带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
营企业。
“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他说他在温州的几年，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要保护发展经济
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
于是有了他在任时的许多“中国首创”：“个体挂户经营”、“私营企业”、“股份合作”，等等。
　　到底是支持还是打击“个体经济”？
十八年前，这是这位温州市领导必须抉择的问题。
今天，这早就不是问题，然而，十八年前，这是一个大问题。
　　让事实来说明一切——没有武断、没有成见，而是实地调查，制定真正符合民情的政策，保护民
间经济的发展。
老书记并没有过多描述自己当年承受的压力，但“个体书记”的称号——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并不轻松
的称号啊！
　　温州的路走得并不平坦，偷漏税问题、金融“抬会”足以让人对温州刮目相看，更不要说新鲜的
“股份合作制”、“产权明晰化”。
在全国人民都承认温州所取得成就的今天，人们更多地发现，经济发展不是单维的，经济多元化必然
推进整个社会的配套革新，温州在改造城市、社保统筹等方面通通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忍不住问，您当年做事怎么这么大胆？
他说：“自己有见解，无私所以无畏，做事情不拖后腿。
”我想说，“尊敬”是我们那一刻最强烈的情感。
　　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机会赠送给他了，因为这位令我们尊敬的老人已经离世。
我们相信，温州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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