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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是社会转型中一种别无他择的风险取向，一种在两难抉择中迫不得已的生存拯救
。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民营经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越来越占有更大的份额，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
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出路，并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变革中，成为重要的物质力量。
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利用了庞大的社会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灵活的机制。
这还不是全部。
把目光放在改革的全局，考察与它直接联系的多个方面，可以看到民营经济还依靠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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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萌芽破土（1）　　1976年，农历上的闰八月年，北部沿海的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官方统计23万百姓丧生。
数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首历史，何止23万！
中国向何处去？
农民，占人口80%的农民掀起了“单干风”，挑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
“单干”在这段历史里的意义是取消人民公社，土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生产，
按一定比例上交粮食给国家。
“单干风”在仅仅几年内就获得了胜利。
　　在这股“飓风”狂扫大地之后，产生了包括农民自己在内的所有国人都预料不到的历史新起点。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改革浪潮，民（私）营经济在这一浪潮中崛起，又推动着浪潮前进。
以1980年为开端，除了1989年及其后两年受到影响外，民（私）营经济在10年的发展中均保持高速增
长。
它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令世人仰望灼目，特别是1992年以后，好似卫星上天，但不是仅发射于西昌，而
是于中国任何地方。
高速度和大能量所带来的内涵是高增值，即资本积累率高于全国其他所有制经济，也高于国际水平。
　　铤而走险的“不归之路”　　民（私）营经济在什么样的舆论和环境下呱呱落地？
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民企在一些地方刚刚崭露头角的那段时光。
当时，“单干风”还能理解，可是雇工的民企、资本家及剥削者的实事和新闻一传开，对于长期受社
会主义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国人来说，简直是咄咄怪事。
一时间，怀疑、否定、说不清的负面议论连绵不绝，只有少数人正面肯定。
北京附近的蓟县，一个年仅20多岁的团支部书记，背着挎包进了城，急想问一问，一位曾经在他村里
插队的并于1978年考上大学的知青朋友。
朋友的回答是赞同，可年轻的农村人还是无法理解雇佣工人怎么会合理，这不是剥削吗？
　　石狮、温州、傻子瓜子、杨百万，这四大例子令人伤脑筋。
　　敢于冒险，必有其因。
　　听说过石狮么？
别说西方人，大部分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前都没有听说过。
石狮镇在福建省沿海的中南部，泉州地区晋江县一个不起眼的临海小港口。
那里多是砂石地，土壤贫瘠，居民生活贫困。
早先海禁未开的明末清初就有人背井离乡，漂流到南洋各地谋生。
海外的中国人怀念家乡的情结很重，但由于政治和地缘的关系很难回去探亲。
有些富裕的闽南人汇钱或寄些衣服物品周济自己的亲友，这一带便称作“侨乡”。
文革前后，人们吃穿都很困难，哪家有海外寄来的物品是十分让人羡慕的。
穷不一定傻，石狮人并不短视，衣服舍不得自己穿，物品舍不得自己用，统统摆到集市上卖。
很快，五颜六色的服装、实用小巧的日用小商品点缀和丰富了单调的市场。
20世纪80年代初，石狮就从农村集镇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服装市场。
不过几平方公里的城区内，18条商品街纵横，8 000多个商铺林立，海内外来客每日不下5万名，可谓
“万商云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石狮在闽东南沿海迅速崛起。
自1988年建市以来，作为福建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对台经贸窗口，仅有160平方公里、30万人口的弹
丸之地，纺织、服装为主导的产业却迅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作为全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源地之一，石狮以纺织服装为主导，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服装集散中心
，形成以服装加工生产为核心，涵盖纺织、漂染、成衣加工、辅料生产、市场营销等各个领域的完善
的产业链。
　　国人习惯单一的红思想、绿军帽、灰衣服、黑布鞋，见了石狮觉得此地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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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福建沿海许多城镇就是这样活络起来，从舶来品的诱惑到繁荣集市贸易，接着又利用外来信息和
关系发展来料加工，发展服装业、小日用品经营。
这一商品和市场意识的起步，带动了整个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和民（私）营经济。
他们摆脱了贫困，也历史性地告别了中央计划经济的“精华”——长期注重传统大型重工业的笨重、
效益低的固守体系。
这就是广东福建早期经济开放的浪潮，乌烟瘴气吗？
不，是万帆竞过，一片繁荣景象。
　　温州地处浙江省丘陵地带，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温州人说他们自己只有“死”路（水路，温州方言“水”音同“死”音）一条，形容当时人多地少的
贫困状态，只有外出打工，做生意。
由于历史环境的“基因”，使温州人生来就能吃苦，擅长手工艺，练就了一身买卖经。
这种禀性即便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绝迹的时候，也不可能泯灭。
因此，文革后期国人就听说温州那里经常闹“资本主义”，也经常批“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开始注意到大城市生活虽比农村富裕，但并不方便。
他们根据城市人的需要，用手工制作那些烟囱林立的国营工厂不生产的小商品，并涌向外地贩卖。
温州人以生产小商品起家，又带有极大的流动能量。
南方铁路、水路各线常常看见温州人上上下下，火车、江船的货柜标签上也常常写着发自温州的地址
。
温州人很快跑遍了全国。
80年代中期，内蒙古草原和云南省中缅边境都有温州人修鞋、缝制衣服的踪影。
温州人在“死路”一条的环境压迫下迸发出的经营方式，以“动”和“活”打破了中央计划经济下市
场渠道滞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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