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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州地灵人杰。
1978年，一批悄然而起的个体工商户，顶着压力艰难起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市场风浪中觅商机。
此后追求富裕生活和实现人生理想的温州人，逐渐加入创业大军，历经艰辛拼搏，渐成燎原之势，以
致形成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效应——“温州模式”。
但是，“温州模式”的产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
在人们的意识中，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是划等号的。
因而，领先一步走非公有制经济的温州，要排除这一固定的思维模式，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甚至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温州究竟姓“资”姓“社”，还是一直困扰着温州民营企业界人士的心头
之“痛”。
值得庆幸的是，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从中央到地方，仍有不少有识之士
一直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鼓与呼。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十多年中，主政温州的党政领导干部，顶着压力和温州人民一起艰苦创业，为温州
民营经济发展鞠躬尽瘁，终使温州“正名”，并形成现今声名遐迩的“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
本书的第一作者，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周德文院长，虽然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工作的机遇，使他有
机会融入温州的改革开放。
他以学者的视角，从宏观方面阐述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经历；也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身份
，从微观方面来察看一个个早已熟悉的温州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剖析企业走过的创业道路和企业家的
心路历程。
因此，这本书，对想了解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脉络，解读“温州模式”，洞悉“温州精神”实质内容的
人士来讲，是很值得一读的。
现实很残酷，明天会更好。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造成的全球经济影响，无可避免地波及温州。
温州的民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
为有效地应对国际国内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温州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
业”的温州精神，已着手企业的创新、转型、升级。
预计，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搏击出来的温州民营企业，凭借应对市场变化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丰
富的经验，一定可以变危机为契机，化挑战为机遇，在新一轮的创业和博弈中，浴火重生。
郑胜涛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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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样本：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套装上下册）》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
宏大视野，并以中国民营经济的样本“温州模式”来观照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仅全方位
梳理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快速崛起的成功因素，而且总结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
展经验，指出了当前民营经济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与资本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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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德文，高级经济师、高级经营师、大学兼职教授，男，汉族，1961年7月出生。
浙江江山人。
民进会员。
毕业于嘉兴学院，曾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杭州大学法学院深造，并被中共温州市委统战部选派，参
加省社会主义学院浙江省民主党派中青年骨干培训班学习。
曾任职于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专业教研室主任、讲师。
现任职于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高级经济师。
兼任：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研究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APEC中小企业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与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
究院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客座教授；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温州市八届政协常
委、温州市十届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吴比，长期关注中国商业史和商业变迁。
《奔腾入海：三十年民企风云人物沉浮史》、《大抄底》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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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样本: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上卷)》目录：曙光乍现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新事物则以试
探者的角色努力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穷困的人们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如履薄冰的“八大王
”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一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于是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却将彼此
推进了是非的漩涡；12岁的周成建，将姐姐的嫁妆——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
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名裁缝；李云河悄悄试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竟然被划为右派分子，
家破人散；22岁的余阿寿举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一天做三五双皮鞋；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
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店主名叫吴迎春；胡成中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
长沙的火车；周庆治与高天乐同年高考，前者录入杭大历史系，同班同学中有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宋
卫平；后者则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
小人物小人物的因素潜移默化着大历史的走向，一样构成了温州气象万千的变革的经济主体：一段沸
腾岁月的激扬故事，从“小人物”的探路开始：章华妹、张小泉、胡玉明、汪志骅⋯⋯顺应趋势，成
为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有据可考的个体户；国营企业副厂长郑秀康下海，双手过度疲劳，十个手指竞
颤抖不止；“文革”时期被错判入狱四年，叶笃木被“无罪”释放，厄运后真的等到了春天；中国第
一个农村专业市场，在灶问大婶王碎奶的奔波下破土而出。
一座城市的原罪光明行冰火两重天豪气冲天势不可挡的力量温州年金融大灾难夏天里的一把火喧哗与
宁静寒流柳市之殇《中国样本: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下卷)》目录：走出去海风裹挟着大洋彼岸的气息
在瓯江口激荡，一股久违的清新扑面而来，让人陡生向往：季岳仁混上一艘开往巴西的货轮，尝尽辛
酸，多年后，成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三十出头的陈九松告别家人，远赴1300多公里外的西班
牙，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林秋兰只身飞往巴黎，租了一间小阁楼，昼夜加工皮包；17岁的
陈钱康选择去了美国，先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利用业余时间到语言学校学英语；而张碎唐一家四口安
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旅馆，每天50美元的住宿费让他心疼不已；把公司开到美国的叶康松再次
成为温州名人；李中坚和周大虎则不约而同地把打火机卖出国门。
百舸争流风从南方来，许多思考来不及进行，便进入群体性的感慨和惊讶。
激进、大胆的城市基因在每个温州人跳动的心中，如血脉般喷涌：柳市，胡万地辞去公职，成为私营
企业“精益”开关厂厂长，面对媒体，“口出狂言”；虞锡龙，张利惠和吴宽刚把地摊摆到美国；蔡
良勇则在法国做起手表生意；京城浙江村聚起十万温州人，温州货风行一时；陈鸿斌被一双模特脚上
的鞋吸引；周成建开工生产风雪衣；王建波和黄伟在股市大发其财；冬天，金华到温州沿途的五个施
工点同时响起爆破声，金温铁路开工。
半边天交锋正本清源未来去往何处岁月无声悲喜交织的故事时代的晚上千禧年迷梦之颠嬗变躁动挣扎
与伤痛绰影红尘显山露水潮扣温州涅槃后记：大救赎一些想要补充的话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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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就开始了下坡路。
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
突然，好时光不在，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
。
从经济学角度看，“八大王”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
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阴晴不定的政策。
“大王”们身不由己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
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
袒护、说情、包庇。
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
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
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地方在柳市。
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正式展开。
“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时称“八大王事件”。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措辞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的运动更无经验可谈。
他们慌了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暗淡。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了反应。
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
他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代。
可是事情的发展方向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
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
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
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了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他营业
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增加到69／6。
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起，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
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日子变得动荡不安，胡金林每天托关系打听上面的动静。
某日黄昏，一位关系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门口，停下来小声说：“不行，要下大雨啦”，
然后迅速离开。
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
别就仓惶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
第二天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
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曾经土匪猖獗、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老巢夹皮沟躲
了一段时间。
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悄悄溜回柳市，当夜被捕获。
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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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
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王迈仟与郑元忠。
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求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
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离审查室的墙上。
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潜回家中，拿了8000元现金，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
、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
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
牢一坐就是186天。
而另外三人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在全国公安的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虽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
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
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
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
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
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
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
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
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
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
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
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
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
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1万件3×25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
。
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
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
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
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
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
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
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直接当着众人面拒之门外。
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000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
《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
见的螺丝要求配。
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
”记者惊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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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你穿过一场风暴，请高昂你的头，不要害怕黑暗，在那风暴尽头，是片金色天空。
——哈默斯坦，《你永远不会独行》危机如同一面镜子，滤去浮华、焦躁和狂热，烛照出一个真实世
界的内核。
2009年，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温州经济受挫，境况之惨淡，前所未见。
6月，俄罗斯官方焚烧温州鞋，22个集装箱价值8亿美元的温州货化为灰烬，至少400家温州鞋企遭受直
接损失，其中100多家破产倒闭；11月，罗马尼亚政府突击大检查，“中国商城”300多家温州商铺被
查封，停业半个月，损失超过3亿欧元；年底，迪拜爆出债务危机，温州炒楼者损失数亿人民币，“
上海岛”计划中途搁置。
在产煤大省山西。
国家整顿山西煤矿，政令一下，无敢不从，温州人再次充当先驱，150亿温州资本跟随500多座小煤矿
一起永久消失。
败退而归的“温州煤老板”们灰头土脸，尽管仍在打听“有什么投资渠道”，只是很少有人轻易出手
，为求保险，许多人购买房产，更多人选择储蓄。
这一年，受需求低迷影响，温州外贸出口持续保持低迷，连续四个月负增长。
第一季度，温州2500多家较大规模的企业中，有29．1％开工不足，10％处于停工状态。
上半年，温州工业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分别下降8．1％和8％。
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支柱产业纷纷溃败。
⋯⋯人世沧桑。
人们是如此迷恋历史，可又如此健忘。
300年前的英国，200年前的德国，100年前的美国，20年前的日本，所有做过“全球工厂”的国家，它
们的商业伦理、商业模式的完善都有据可查，有规可循。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全球小商品生产地——温州，他的民营经济勃兴的要素，除了超乎寻常
的市场眼光与义无反顾的果敢外，是否固化成了一些商业规律性成型因子，可供参考、复制。
所谓的“温州模式”其实需要重新赋予新时代的意义。
哈默斯坦说：“当你穿过一场风暴，请高昂你的头，不要害怕黑暗，在那风暴尽头，是片金色天空。
”这是个积极的隐喻，我们希望未来的温州人如话语中那般坚强。
可似乎过往沉淀的辉煌泯灭了温州人继续成长与突破的决心。
当已不再是“草根”的他们，欢欣鼓舞地迎接未来时，命运之神是否还会眷顾他们？
2010年，经济危机的伤痛还未消退，温州人急不可耐地投身房地产。
这一次的热点是海南。
三亚市鹿回头半岛一个叫做“半山半岛”的楼盘，是温州投资客的热门之选。
站在海景公寓的阳台上，吹着海风，一面可以看到日出，一面可以看到日落。
只是，温州人不知道，未来深不可测，而下一次危机到来前，他们能否安然享受人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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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过去三十年，温州人在地理与政策毫无优势的环境中，痛苦地寻求经济突围。
若以更深的视角审视，作为当今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温州人身上依然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烙
印：他们尝试着不断突变，并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他们当然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却也
发现在发展中，时常面临着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他们努力吸收世界上日新月异的新理念与新知识，
并融入自己创业的基因，但总会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中国样本——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正是
作者在触摸、观察与思考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多年动态变迁后，于微观切入与宏大叙事交叉中，展现了
一群草根刨造的奇迹，同时揭示出这群人的当代困惑。
　　——并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厉以宁多少年后，人们开始习惯将“温州模式
”视作一次经济变革的伟大成果，不自觉地把温州人称为东方的犹太人。
其实，这种评价既误解了“温州模式”的价值，也低估了温州人的雄心。
因此，在展现一群卑微小人物的草根创业史中，《中国样本——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梳理出一条新
的线索——一群头脑最精明、最富激情的人，在艰难与崎岖中追求财富自由，生动且感人。
　　——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连仲“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
温州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样本（上.下）>>

编辑推荐

《中国样本: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套装上下卷)》由厉以宁、陈乃醒、李连仲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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