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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超越——苏泊尔风雨16年》的作者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和分析，对苏泊尔企业的成长历程和创业
艰辛作了全面的总结。
作者之一姚少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出身的政策研究人员，兼备敏锐的新闻眼光和较为开阔的宏观分析
视野，从一个旁观者的客观视角，用较为生动的语言对企业进行分析与研究，可读性很强。
书中讲述了一个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和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折射出中国民
营企业的发展轨迹以及改革开放30年不同发展阶段政策调整的历史。
通读此书，也让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更多思考。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至今不过30多年，相对于国有企业，它的历史很短。
国有企业有着悠久的传统、丰富的资源、成熟的产权模式；而民营企业起步较晚，资源有限。
但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
民营企业产权清晰，经营灵活，管理更有效率，能够随着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经营策略。
如苏泊尔这样的企业，没有太多体制上的限制、管理上的束缚，它由民营企业家掌控，敢于承担风险
，具有惊人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苏泊尔是典型的民营企业。
从最初做小加工到做贴牌生意，再到“偷梁换柱”，直至自立品牌，最终上市，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
炊具行业名牌企业，这一路，苏泊尔的创始人走了将近30年。
而这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从萌芽到成长，从崛起到壮大，走过了既曲折又辉煌的历程，苏泊尔是
众多民营企业创业发展成功的一个缩影。
苏式家族用他们的勇气与智慧，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教科书”填写了丰富的一页：他们敢于从小生意
做起；他们知道市场在外，需要主动出击；他们敢于冒险，不退缩、不急进；他们不重形式，注重操
作，求真务实；他们善于给自己与别人发展空间与贸易自由。
苏泊尔是最本土的浙商企业。
早期浙江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方式为主的个体私营企业。
进入新世纪，浙江民营企业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系统形态，他们相互协同、相互增益，从而产生群落
效应。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外其它大型企业在技术、资金、规模、品牌上有先行优势，众多中小型民
营企业组合成庞大的“企业军团”，联手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苏泊尔从开始时的以亲带亲，到后来的产品走出去、人员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充分展现了浙江民营
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加深和提高。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加强，国内许多中
小民营企业遭遇“洗牌”，特别是部分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相继倒闭、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探求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的生存之道及发展谋略？
本书所讲述的苏泊尔的发展之路将会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林勇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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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越——苏泊尔风雨16年》的作者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和分析，对苏泊尔企业的成长历程和创业
艰辛作了全面的总结。
作者之一姚少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出身的政策研究人员，兼备敏锐的新闻眼光和较为开阔的宏观分析
视野，从一个旁观者的客观视角，用较为生动的语言对企业进行分析与研究，可读性很强。
书中讲述了一个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和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折射出中国民
营企业的发展轨迹以及改革开放30年不同发展阶段政策调整的历史。
通读此书，也让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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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赶上春天的步伐苏增福事业初成的1985年，是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一年；这一年，承前启后，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拐点意义。
全国各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崛起势不可当。
在江浙地区，由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集资创办的乡镇企业，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动力。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小城镇，为工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开始出现，小城镇人气迅速
集聚和提升。
而作为乡镇企业的新生代表，苏增福注定成为这场改革开放浪潮的助推者，他蓄势待发，力图从这个
新的胚胎中，脱颖而出。
虽然，由于受“左”的流毒的影响，不少人对乡镇企业在发展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
，乡镇企业在前进中仍遇到诸多困难或障碍。
有的人片面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有的地方不准柑橘、水产等农副产
品外“溜”，不准进行加工；有些部门限制社队建筑业进城、外出施工和开业收费；不许编织、刺绣
企业自行对外承接来料加工业务；个别地方还任意改变社队企业所有制，上收企业；在“一批双打”
中，甚至将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对待等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乡镇企业快速、健康的发展。
苏增福赶上了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这对于他来讲，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
所谓“大浪淘沙”，在历史的巨流下，苏增福是否能够顶得住冲击，还是会经不起考验被社会淘汰，
一切的一切，对于年已半百的他，是否能够顶得住压力，或是说他那颗年轻的激情澎湃的心还在燃烧
吗？
也许考究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当时的他或许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坚持下去。
1985，改革开放的初春，苏增福正想要乘着时代的春风，干出一番事业。
从“锅”开始苏增福接手农机厂后，对它的未来发展做了一次深刻的思考。
在“明天能干点什么”的认真讨论中，苏增福突发奇想盯上了高压锅。
“做什么？
做锅。
为什么？
我觉得老百姓的日子逐步好起来了，有饭吃了，自然就离不开锅了。
”这是他为何做锅最直接的理由，简单而且实在。
如今，苏增福谈起当时的选择都觉得兴奋不已。
“做锅，做什么锅呢？
锅里面最实用的无非是高压锅，这种锅加热速度快，方便安全，而且还能煮、蒸、焖，肯定会是家庭
主妇的最爱，市场潜力非常大。
”于是，苏增福决定涉足压力锅。
起初只是做压力锅配件，“当时经营很难，是双喜厂给了我们机遇，让我们给他们做配件”。
即使是做配件，对于苏增福的农机厂来讲就是一个契机，这是进军压力锅市场的第一步。
位于玉环县陈屿镇双峰路35号后面的一处老宅，那是一座解放以前留下来的老式砖瓦平房，原是当地
刘姓的祠堂，边门上头可见“刘家宗祠”字样。
由于年代久远，门墙大多已修理过，有的改用红砖，有的改用石块堆垒，墙面斑驳脱落，显得十分破
败。
里面一个小院，周围四间平房。
苏增福的农机厂便在这个小院子里，当时共有三四十人。
第一批压力锅的配件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在20年前，压力锅还是凭票限量供应的，而生产压力锅的企业在中国更是凤毛麟角。
唯一敢称“锅王”的，只有一家——沈阳双喜压力锅厂。
它早在1964年就推出中国五金制造业历史上第一只压力锅，垄断了国内市场达30年之久。
1956年，沈阳双喜公司成立，1964年中国第一只压力锅在双喜诞生，标志着中国炊具行业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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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来近50年的发展当中，双喜曾经三次参与制定压力锅行业的产品标准，曾经获得过我国五金行业
的最高质量大奖——金质奖，在20世纪80年代，双喜压力锅的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70％以上。
可以说，我国压力锅行业的20世纪，双喜是不可争议的王者，称之为中国炊具行业的鼻祖，毫不为过
。
沈阳双喜端坐在中国家用炊具业的“金銮殿”上雄视八方，主导着中国压力锅市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中的垄断程度非常高，像沈阳双喜这样的垄断企业，数不胜数，而且早已根
深蒂固。
“双喜”的垄断是属于改革开放前的制度性垄断，即由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垄断，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
，即使是挂着企业的名头，但依然是个空壳。
计划经济的句号即将来临，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面对这一转变，“双喜”也同样面临着挑战，这也给苏增福一个绝佳的机会。
刚刚入道的苏增福，其农机厂只是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厂子，只能给“双喜”压力锅厂做配件，是地道
的配件小加工厂。
双喜还同时拥有数家配套的配件加工厂，看来苏增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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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越:苏泊尔风雨16年》：需要压力，不怕压力，战胜压力，——这就是苏泊尔超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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