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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耗时近一年的《温州样本》问世了，我向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这本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生动、深刻而又别样地论述了温州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创造
历程，使人们看到了温州人艰苦卓绝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
作者之一的周德文，三十年来亲身经历温州人的创业壮举，可谓感受切切！
　　温州奇迹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温州的巨大变化所
带来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温州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其创业史至少折射出了这样三大战略，即“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战略”
、“不对称竞争战略”和“国际化战略”；四大理念，即发展理念、人本理念、竞争理念和创新理念
；同时实践了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复兴崛起的帷幕，而由十三亿中国人共同参与的这出大戏是借助于市场经济
的舞台而上演的。
本人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手段，为何这么神奇，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相对平
等”的机遇，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此，每一个人，每一个地区，如果说在发展中无可避免地会形成差距，那么差距的根源就在于能否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温州人抓住了机遇。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温州党政各级领导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民众创业，形成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小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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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温州经济的罕见的大气之作，大量生动的历史细节与人物活动，凸显了温州经济长足发
展背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历史互动图景。
既是温州人的奋斗史，也是温州的开放史。
    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全景记录了温州民营企业三十年的发展之路，既有对经济大势宏观把握的大
气磅礴，又有对企业个例成长和企业家心路历程微观考察的细致深入。
其中诸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动案例，既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令人感慨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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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德文，高级经济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APCE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温州课题组组长、温州管理科学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实践活动，跟踪研究温州模式，被全国27个县级以上政府聘为经济
发展顾问。

    著有《走出困局》、《关于新温州模式》、《温州百年经典》、《温州商界新锐》、《解读温州模
式》、《论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所有制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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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曙光乍现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新事物以试探的姿态挤进旧传统的生存
空间中时，总要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
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
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
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
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地防止自己财富外露，成为众矢之的。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
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
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
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经济改革最前沿，往往具备更敏感的触觉，能感知局势冷暖。
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就隐隐约约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
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乏理智的
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八大王”即是其中的典型。
“文革”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
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
32个独立经营的门市部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门市部每月只需向厂里缴纳30元管理费。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
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等生意。
　　“八大王”们在起步时，因为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供求渠道不畅通，随后快马
扬鞭，一路奔跑。
到1978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已经达到一个亿。
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
知。
同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总计实现产值296.3 5万元，创造利
税135.03万元，理直气壮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10人。
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其10位负责人则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
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
”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
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
　　33岁的刘大源装上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
刘大源心情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
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
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
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
”李方平造价七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都是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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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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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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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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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
“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1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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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声鹤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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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柳市。
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方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行动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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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严厉的打击“经济
犯罪”的行动更无经验可谈。
他们慌了手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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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贴了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
业税从0.3 5％连补带罚上调到6％。
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不得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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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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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胡金林家门口，停下来小声对胡说：“不行，要下大雨啦！
”然后迅速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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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
当夜凌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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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土匪猖獗过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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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夜被逮捕。
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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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狱中，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了，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
谁知道66天后，他先被取保候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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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隔离审查室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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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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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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一万件特型螺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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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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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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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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地寻求着经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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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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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样本》，正是作者在触摸、观察与思
考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动态变迁后，于微观切入与宏大叙事交叉中，展现了一群草根创造的奇迹，同
时揭示出这群人的当代困惑。
　　——著名经济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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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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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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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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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态呈现温州三十年经济生活全景。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厉以宁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陈乃醒　　中共中
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连仲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存辉　　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 
尤小平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滔　　中瑞财团董事长、神力集团董事长 郑胜涛　　天正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高天乐　　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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