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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的中关村地区坐落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长期以来是中国高等教育
及科学研发的中心。
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时，这些研究机构刚刚从“文革”中开始恢复。
在那时，预期中关村将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国际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简直近于幻想。
但是，在那一年，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发布了科技发展的长期规划，并签署了一系列与美国开
展科技合作的有关协议。
这些协议帮助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到美国的主流大学和创新中心，其中就包括硅谷。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的决策者和科技工作者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试图建构一个国家创新体制
，以服务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达成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所制定的现代化宏大目标。
从“文革”前的经验出发，当时的主导思想特别重视由上而下的发展规划和中央制定的研发方向。
但是到了1980年，对美国创新体制的新接触，促使物理学家陈春先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科技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并提倡政府培育这些由研究单位衍生出的科技企业。
逐渐地，新公司开始出现在中关村的街头，而高科技创业文化的种子也随之播撒开来。
1987年，我在主持(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时，从这许多家小公司中的一家购置了办
公室的电脑，而这家从中科院衍生出来的小公司，后来就发展成了今日的联想。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的重建和重新导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1988年确立中关村为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决定，就是认识到这一价值的结果。
很快，中关村经验吸引了其他城市的注意，大量的高新技术区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
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高科技创业精神也随之扩散，使中国能在今天参与到国际创新网络中来。
    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33年后的今天，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技创业基地
，并还将继续成为一处制度改革的实验场。
中关村已经成为一处磁极，吸引着海外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吸引着国际高科技企业安家落
户，成为中国近30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辉煌象征。
现在，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循环已经建立：硅谷的成功启发了中关村的建立，中关村的建立扶助了中
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这一产业现在正与硅谷和其他国际创新中心开展竞争与合作。
    在这些发展的表层之下，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学内涵的以太平洋两岸华裔科学家工程师受到硅谷高
科技创业文化所提供的机会的吸引，建构起一个社会网络的历程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学故事。
而这本书鲜活地叙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王德禄和本书的其他著者，对于中关村的发展有着长期而直接的观察，对于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决策者
也提出过重要建议，这使得他们成为著述本书的不二人选。
因而，能够由他们来讲述中关村的发展经验，讲述中关村与硅谷的重要互动，以及在这互动下的社会
网络构建，并且提出他们对中关村经验的更广泛的国际意义的评估，我们应当感到十分幸运。
    理查德·萨特迈耶    美国俄勒冈州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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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硅谷与中关村之间大量跨区域创业的故事；描述了华人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探索了硅谷
与新竹、班加罗尔和中关村之间的区域辐射模式；揭示了创新创业集聚区崛起的诀窍是与硅谷建立人
脉网络。

作为中关村发展的亲历者、研究者，作者从近百次对创业者、投资者、企业家的深入访谈，结合20余
年来对中关村的把脉中，找到了答案⋯⋯
动力的核心是人脉！
人脉让硅谷和中关村互联，让中关村和高新区互联；人脉，让投资者与创业者互联，让企业家与投资
者互联；人脉，让智者与创新互联，让今天与未来互联⋯⋯
如果你是饱含激情的创业者，面向未来的投资者，主导经济的设计者，高新区的耕耘者，崛起中国的
拥护者，加入我们织就人脉网络的大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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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初，我和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决定去硅谷参加“硅谷指数发布会”，并想借此机会深入
了解硅谷。
为此，我们邀请了几位常年往来于硅谷的朋友李树、范保群和舒建华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介绍情况
。
在这一过程中，几位朋友的建议使我们萌生了写一本硅谷与中关村人脉关系的书的念头。
就在横跨太平洋的飞机上，我们开始了本书内容与结构的构思。
    到了硅谷后，李树、范保群、舒建华、谈锋介绍的几位朋友成为我们在硅谷开展一系列访谈的起点
。
硅谷的华人们是如此的热情，以至于每个访谈对象在尽意介绍自己的同时又向我们介绍了更多的重要
人物和新线索，使我们在硅谷近20天的访谈格外充实和富有成果。
访谈使我们获得了大量鲜活的资料，结交了许多硅谷各界的朋友，也进一步了解到发达的创业人脉网
络是硅谷成功的基因。
    回到北京后，我们继续循着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在中关村展开密集调研和探访，接触到了大量和硅
谷有千丝万缕人脉关系的创业者。
由此，我们更加坚定了本书写作的初衷：把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作为认识硅谷和中关村的理论新视角
。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经常为自己新的思想观点和大局判断而激动不已，每当这时，赵慕兰总是
向我“泼冷水”。
现在看来，我的那些观点和判断确定了本书的方向和核心内容，而赵慕兰泼的“冷水”恰恰把我的战
略判断与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紧紧连接起来，使得本书“接了地气儿”，她逐字逐句的文字修改也让
本书观点的表达更为清晰。
张浩则承担了全书的材料组织和文字编写工作。
t我们要感谢安娜·李·萨克森尼安教授、亨利·罗文教授和汉考克夫妇。
他们是我们写作本书时在硅谷最早进行交流的学者，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也同他们有多次深人
的交流与沟通，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肯定。
此外，萨克森尼安教授所写的《新世代科技冒险家》一书，对硅谷地区移民创业者的研究和从创业者
到天使投资人的循环的介绍对我们启发良多；汉考克先生组织编写的《硅谷指数2010》中提出的“全
球链接能力”，也成为我们认识、判断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感谢俄勒冈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萨特迈耶教授，他曾几次来到长城所与我们讨论本书的写
作并给予了许多学术建议，还热隋为本书写序。
我们要感谢联想控股集团总裁柳传志先生、北京市原副市长胡昭广先生、科技日报原社长张景安先生
和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他们在百忙之中阅读了书稿并为本书写了短评。
我们要感谢吴敬琏先生、钱颖一教授，他们较早从理论层面认识到硅谷经验的重要意义，将一批重要
的硅谷文献和著作引入我们的视野。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夏颖奇、石小敏、郭洪、杨跃承、邹祖烨、谈锋等研究者同我们的思想碰撞和给
予的学术帮助。
    我们感谢热情接受访谈的王大成：叶东、朱伟人、朱敏、刘世平、李同宁、李心培、杨大川、杨俊
龙、吴越、陈大同、陈亦工、陈宏、金海平、姚纳新、徐郁清、龚行宪、阎先涛、谢青、臧大化等创
业者、投资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发展历程与心路，成为本书中一个个鲜活的案
例。
    我们还要感谢本书撰写过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无私帮助的丁维平、王文申、王学军、邓海
珠、石运祥、叶荫宇、田元、邢苏星、任亚林、刘戈平、刘宇、江罗丽婉、许静静、苏战、李树、杨
如春、吴长松、余中、沙正治、张琪、张自力、陆向谦、范保群、林昇恒、易友文、周云帆、赵敏章
、胡荣江、茹晓明、徐少法、徐斌、黄琼香、梅萌、梁明、舒建华、童杰、雷平、雷虹、薛军等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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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排列)。
由于篇幅和题材所限，本书正文中难以划出专门章节来介绍他们，但他们的经历、思想与人脉对于本
书的写作有重要帮助，令人难忘。
    最后，我们再次对所有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热心帮助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付出的劳动，感谢长城所武文生、陈文丰、王成刚有关中国高新
区发展的情况介绍和共同交流，感谢许颖、刘文语、蔡宇轩、李庆为本书编辑所做的工作。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出现疏漏在所难免，望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德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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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创业者可以感受到“改变世界梦想”；企业家可以学习“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大学管理者可以效
仿斯坦福大学带动创新创业集聚的发展经验；投资人可以遵循产业组织者的路径最大化自身价值；政
府则可以以“形成创新循环”为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短短二十余万字，清晰地将这复杂事务娓娓道来，实属难得。
    ——柳传志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紧紧抓住创新第一要素——人才资源以及创业为核心功
能的人脉网络，深入发掘了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路径。
书中所提出的创新经济有关人才、资金和知识与技术的良性循环，是探索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园区
发展规律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昭广    不同于《乔布斯传》从一个创新节点来评点创新尖峰，也不同于《浪潮之巅》从互联
网和IT行业的产业链条来描绘创新沿革，本书作者从人脉视角出发，通过硅谷与中关村之间的联系，
分析了创新性经济的发展特征和创新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每一个高技术的从业者和立志进入高技术行业的人我推荐看看这本书。
    ——张景安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创新，取决于创业，取决于巨大量中小企业在市场中
发展。
中关村作为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的科技园区，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希望和典范。
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近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模仿硅谷，但绝大多数成绩平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出现了从人脉、资本、组织、
到技术都与硅谷紧密相通的中关村园区。
历经对中关村二十多年的研究，对硅谷的深入考察，王德禄和赵慕兰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
中揭示了举世瞩目的中关村现象的秘密。
任何关心创新，关心创业，关心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读者都会得益于此书。
    ——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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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编辑推荐：中关村作为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的科技园区，是中国经济长
期发展的希望和典范。
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近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模仿硅谷，但绝大多数成绩平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出现了从人脉、资本、组织、
到技术都与硅谷紧密相通的中关村园区。
历经对中关村二十多年的研究，对硅谷的深入考察，王德禄和赵慕兰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
中揭示了举世瞩目的中关村现象的秘密。
任何关心创新，关心创业，关心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读者都会得益于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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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创业者可以感受到“改变世界的梦想”i企业家可以学习“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大学管理者可以效
仿斯坦福大学带动创新创业集聚的发展经验；投资人可以遵循产业组织者的路径最大化自身价值；政
府则可以以“形成创新循环”为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短短二十余万字，清晰地将这些复杂事务娓娓道来，实属难得。
 ——柳传志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紧紧抓住创新第一要素——人才资源以及以创业为核心功
能的人脉网络，深入发掘了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路径。
书中所提出的创新经济有关人才、资金和知识与技术的良性循环，是探索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园区
发展规律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昭广 不同于《乔布斯传》从一个创新节点来评点创新尖峰，也不同于《浪潮之巅》从互联网
和IT行业的产业链条来描绘创新沿革，本书作者从人脉视角出发，通过硅谷与中关村之间的联系，分
析了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特征和创新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我向每一个高技术的从业者和立志进入高技术行业的人推荐这本书。
 ——张景安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创新，取决于创业，取决于大量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发
展。
中关村作为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科技园区，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希望和典范。
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近二十年来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在努力模仿硅谷，但绝大多数成绩平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出现了从人脉、资本、组织到
技术都与硅谷紧密相通的中关村园区。
历经对中关村二十多年的研究，对硅谷的深入考察，王德禄和赵慕兰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
中揭示了举世瞩目的中关村现象的秘密。
任何关心创新，一关心创业，关心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读者都会得益于此书。
 ——许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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