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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温州商帮、温州精神与温州模式的突围》的研究成果之一
。
    从1995年到2000年，笔者在《温州日报》担任经济专刊的记者与编辑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温州民营
企业，发了400余篇有关温州经济的报道，当时就有出版一本关于温州模式发展方面的书籍的设想，但
由于工作繁忙，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000年我重新回到教育行列。
并开始从理论上研究温州模式。
近年来，零零碎碎发表了60余篇关于温州模式的论文。
200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温州商帮、温州精神与温州模式的突围》立项后，通过
资料收集、调研与思考，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从文化与交易成本角度思考温州模式的新框架。
所以，本书出版不仅是课题的一个研究成果，也是笔者数年来研究温州模式的一次理论总结。
    温州模式的文化脉络实际上是非常清晰的，情感伦理与五缘关系渗透于温州模式的各个方面。
从工业方面看，家庭与生产单位一体，家与企业的边界是重合的，科层组织的发育是不足的；从商业
方面看，温商善于抱团行动，依靠五缘关系结成松散联合体，四处出击，迅速掠取；从借贷资本方面
看，温州民间的金融组织发达，甚至不用契约的维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资本。
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温州人，对温州经济发展中的文化现象感受颇深。
何况，笔者经历过温州独特的商业文化的熏陶：自小学开始便学习做小生意，中学跟随祖父学理发
，1983年毕业于杭州商学院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商业传统的熏陶加上商业管理专业的教育，使我对温
州模式的生成与演变更有着深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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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苗荧，副教授，现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温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温商研
究所执行副主任。
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主任等职务；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培养人员，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温州企业组织形式向合作竞争型中间组织演化趋势研
究》、《温州商帮、温州精神与温州模式的突围》等七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研究成果获
浙江省与温州市多项社科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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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古典PMH模式及其特征　第二节　后温州模式及其特点　第三节　PMH模式研究的
视角与分析框架第一章　温州模式的细胞组织——家族企业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细胞组
织——家族企业　第二节　家族企业的多视角定义　第三节　研究家族企业的理论第二章  文化、交
易成本、制度的交互影响  第一节　文化、交易成本与制度  第二节　文化、交易成本与制度的相互关
系第三章  温州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变迁与交易成本  第一节　温州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变迁  第二节  
温州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变迁的交易成本考察第四章  温州模式的文化遗传因子  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历史
渊源：宗族制度  第二节　温州模式的地理渊源；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融合　第三节　温州模式的
学术渊源：永嘉学派与刘基思想构筑的儒家文化　第四节  区域文化孕育的温州精神第五章　温州独
特的信任体系　第一节　信任及信任的研究　第二节　信任的分类　第三节　温州人信任体系第六章
　社会关系网络与泛家族文化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模式中的意义与作用　第二
节　泛家族文化及其实质　第三节　泛家族主义的作用与表现形式　第四节　社会关系网络与温州商
帮第七章  有限的合作：中间型经济组织发展的文化与交易成本分析　第一节  家族企业向中间型经济
组织的演化成因　第二节　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发展形式与文化、交易成本的考察第八章　非正式制度
与正式制度的互动之耦合：温州模式的历史使命附录：温州99家民营企业问卷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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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温州模式的细胞组织——家族企业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细胞组织——家
族企业　　如上所述，研究温州模式应该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人手。
因为，无论是“小商品、大市场”的古典温州模式还是企业组织形态与市场配置方式都发生变化的后
温州模式，企业始终是温州模式中的核心与细胞。
正是由于汪洋大海般相互合作与博弈的家族企业，才有温州模式的合力与发展动力。
离开对家族企业的理解与分析，就不能理解与解释温州模式。
　　一、家族企业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意义的企业组织形态　　（一）家族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在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在顽强地生长和发展着。
据《幸福》杂志统计，在全球500家大型企业中，有175家家族企业。
而在美国公开上市的最大型企业中，有42％的企业仍为家族所控制，近几年来虽然美国上市公司股份
呈分散化趋势，但总体上来说，家族仍然控制着企业较大的股份。
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15个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占总市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绝
大部分。
　　（二）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　　了解温州家族企业的发展，首先必须了解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
展史。
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包括了以下几个阶段：　　1.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1978～l985年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私营经济几近消失，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99.5％和0.5％。
1979年以来，个体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全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从1978年底的14万户发展到1981年的182.9万户、从业人员227。
9万人。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部分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日益扩大，自己单独经营已力不从心，开始雇工经
营。
当时政策规定的上限是“请一两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三五个学徒”，请帮手、带学徒的数量不超
过7个。
然而，不少个体工商户雇工超过7个人。
在开采业、手工业、建筑业和饮食业等行业中还出现了一些“雇工大户”，也称为“个体大户”，这
就是后来的私营企业。
这意味着在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营经济在中国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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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州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都是舶来的、搬来的，也有中国土生土长的。
它开始时可能有点四不象，但毕竟是草根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
它既吸取传统的营养，又逢社会变革为它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一旦生长起来，就会有芳草遍天涯
的情景。
　　——费孝通　　创造“温州模式”的温州人固然应该继承和发扬，而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以
发展本地经济中，也应学习和发扬“温州模式”的基本精神，特别是温州人艰苦创业、敢于冒风险、
永不满足等基本精神，而这些精神又是最难学到的。
　　——董辅礽　　温州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向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
，也呼唤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如同“温州模式”既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又具有超区域的意义一样，研究“温州模式”不仅仅是推动
温州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张仁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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