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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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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卓勇良，1955年生于上海，长于宁波，毕业于杭州大学。
现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曾任浙江省发展研究中心副处长，新疆自治区体改委主任助理，1996——1997年在日本进修。
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著有《空间集中化战略》、《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
最优制度变迁进程分析》、《浙江青最佳发展模式研究》等专著。
多次获省级以上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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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一、历史转折二、两条主线三、奇特进程第一条主线：多线程突破姓资姓社束缚第一章 如何实事
求是一、实事求是和包产到户（一）高级社“大呼隆”的困惑（二）燎原社的“星火（三）“打倒包
产到户（四）包产到户众生相二、包产到户只适宜于“三靠”队吗（一）“不许分田单干（二）何为
浙江的事实？
（三）“顶牛三、实事求是的关键是尊重群众实践（一）农村发展的唯一选择（二）把责任制选择权
归还给农民（三）问题的症结就是在于姓资姓社的纠葛第二章 “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一、破除计划
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一）理直气壮地抓紧商品生产（二）社队企业也可以收购和加工经
营当地产品（三）“提倡社会主义竞争二、破除泛资本主义观念（一）“弃农经商”是不是走资本主
义道路（二）“为专业户的兴起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三）推动和支持农民合股办厂三、破除“左”
眼看能人观念（一）“左”眼看能人，能人变坏人（二）眼睛向下、能人遍地第三章 怎样对待改革和
改革者一、掀起一场廓清姓资姓社疑惑的“步鑫生旋风（一）铁腕治厂（二）全国扬名（三）历史功
绩二、积极应对兑现改革举措的“奖金风波（一）市政府也无能为力（二）鲁冠球的“第一桶金（三
）艰难的奖金三、打通“梗阻（一）现场办公（二）实地调查（三）解放思想是一门艺术第四章 突破
单一所有制局限一、有利因素胜于不利因素（一）浙江第一个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文件（二）调整和
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有利因素（三）不利因素二、循序而进的阶段性变迁⋯⋯第五章 “温州模式”争论
第二条主线：持续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第六章 战略突围：从轻纺优先到外向型经济第七章 农业突
破：从多种经营到效益农业第八章　城市突击：从小城镇到城乡一体化第九章　投融资改革：从“四
自”公路到社会办事业第十章　战略转型：从“八八战略”到创业创新总战略理论归纳和思辨第十一
章　浙江解放思想历程与主要特点第十二章　如何解放思想的深深思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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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条主线：多线程突破姓资姓社束缚　　第二章 “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　　二、破除泛资本
主义观念　　（三）推动和支持农民合股办厂　　个人经商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个人办厂更是难以为
社会允许。
所以当20世纪初期，农民合股办企业的做法刚刚出现的时候，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就争论得异常激
烈。
　　1980年8月5日，《浙江日报》报道了中共临海县双港区委，正副书记带头投资办厂，带动群众投
资人股解决资金困难的事例，引发了一场产生广泛影响的讨论，也开创了台州股份合作办企业的先声
。
后来有人说，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
　　过了几年，黄岩路桥有四兄弟合股办了年产值上百万元的冰箱配件厂，有关部门要对他们进行审
查。
这事使得县委大为震动，县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于1983年正式发布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规
定》。
后来有人说，这是全国县级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文件，首次使这类企业具有
合法的经济地位。
当时，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发布了不少有关文件，1998年以前，温州市就有8个这类文件。
浙江省政府也于1989年出台了全国第一份针对股份合作企业的省级指导性文件——《关于积极引导和
完善劳动联合举办的合作经营企业的通知》。
　　究竟是哪个地方发布了股份合作制第一个文件，温州和台州一直在争。
台州人说是自己第一，温州人说是自己第一，反正谁也说服不了谁。
对于我们众位看客来说，不妨把它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的一段趣闻，没有必要弄得很清楚。
然而这一段推动合股办厂的经历却非常有意义。
　　1980年4、5月份，临海县双港区委决定由6个公社联办一个金属薄膜厂，主要生产涤纶薄膜等产品
。
当时这类企业很少，产品销路很好，但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困难。
县银行贷了设备和生产资金款7万元，还缺少造厂房的2万元资金。
怎么办呢？
区委商量后决定，厂一定要办，资金有困难，可以借鉴渔民造船打硬股的办法。
　　什么是“打硬股”呢？
台州沿海地区的渔民，一家一户造不起船时，就几个人联手，投资人股，合伙造船出海，赚了钱按股
按劳平分，当地人称之为“打硬股”。
然而人股通知自6月18日在全区8个地方张贴，一直到6月25日截止期，一个投股的也没有。
当时人们有思想顾虑，除了怕亏本外，更是怕“走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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