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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
实。
”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
我已驰想于未来。
”即将呈现在你面前的这部《激荡三十年》，正伫立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我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进行
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而很多结论则有待于后来者自己给出。
我在这里要感谢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们。
因为是当代史，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本书中论及的不少人，企业家如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
、宗庆后、牟其中、年广久、李东生、刘永行、何伯权、黄鸿年等等，其他的企业人物和事件，我则
从一些观察者那里获得了第一手的资讯。
我之前的同事童宝根是步鑫生的最早报道人，胡宏伟和新望分别是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研究权威，
我的大学同学秦朔以及新华社前同事、策划人王志纲是珠江三角洲最优秀的观察家，王安、童牧野对
中国股市的描述给我很多的素材和启发。
此外，与我同为蓝狮子发起人之一的刘韧对中关村的追踪、胡泳对海尔的研究让我得益匪浅，我的朋
友何力、蒋耀波、许知远、覃里雯、赵晓对中国的考察总令我耳目一新。
凌志军著述的《交锋》、《沉浮》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书。
此外，陈惠湘、迟宇宙、唐立久、王云帆、何志毛、陆新之、程东升、袁卫东对联想、德隆、科龙、
万科、华为及柯达公司的长期跟踪和著述，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曾有机会向已经过世的费孝通先生求教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问题，他的谦和与风范让人难忘。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书的创作动议是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时萌生的，我要感谢肯尼迪政
府学院对我的邀请，感谢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
我还要感谢未曾谋面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和黄亚生教授，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给予我
启迪。
我要感谢本书两位最主要的直接参与者，郑作时和朱琳。
作时是《希望永行：刘永行传》、《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两书的作者，此次为协助我创
作企业史，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也放弃了很多的机会。
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历史学硕士的朱琳是检索的真正高手，英文与中文一样精通的她负责国内若干报
刊、全部国际刊物和专题的查询整理工作。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每两周碰面一次，讨论相关的主题，然后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
每次会前，我总是坐在书桌前，双手轻抚键盘，眼望远方，像一个磨刀霍霍的战士等待另外两个战士
的到来。
为本书的创作，我们尽可能多地查阅了重要的国内外报刊和相关书籍，我要感谢所有报道的写作者。
我要感谢大学同学胡劲军，他让我确信，结交在青春时的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
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
邵冰冰是书稿每个章节的第一阅读者，她和女儿的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寂寞而枯燥的创作之夜的动力
。
本书是我计划中的“中国企业史”中之一卷。
在未来几年内，我还将完成“1978年~2008年”的下卷，然后再完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卷
。
我的助理陆斌参与了书稿的讨论和部分整理工作，同时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这部
书稿的青睐，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臧永清副社长、潘岳总编辑、责任编辑蒋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
社的楼贤俊社长、杨林海副总编辑等都对本书的出版投注了让我感动的热情。
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致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
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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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2006年秋冬之际 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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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
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本书为下卷，记载1993-2008年间的企业变革。

　　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和犀利的风格，描绘了1993—2007年部分国企和民企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艰难历
程。
其中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
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
本书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将1993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
中有政府的决策，有高层领导的指示，有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更多的是企业界人士台前幕后的种种
作为。
许多事实经过作者生动的描写，使人们能从宏观上看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和民企在突围中的奋斗，
无论成功与失败，都真实地映衬出中国腾飞中沉重的翅膀。
作者在企业史的写作中，摒弃了从文件到概念的模式，以鲜活灵动的典型形象，以人物为主体，以事
件为血肉，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界的脉动，具有一种史诗般的力量。

　　作者在书中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
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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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波，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
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
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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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部 1993～1997 民族品牌进行曲
　1993 扭转战局
　　企业史人物 庄主之殇
　1994 青春期的躁动
　　企业史人物 支教公司
　　企业史人物 “君安教父”
　1995 收复之役
　　企业史人物 刁民王海
　　企业史人物 万国大佬
　1996 500强梦想
　　企业史人物 一人三九
　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企业史人物 时代标本
第四部 1998年～2002 在暴风雨中转折
　1998 闯地雷阵
　　企业史人物 “烟王”是非
　1999 庄家“恶之花”
　　企业史人物 胡润造榜
　2000 曙光后的冬天
　　企业史人物 霸王宿命
　2001 入世与出局
　2002 中国制造
　　企业史人物 仰融悲情
第五部 2003年～2008年 大国梦想成真
　2003 重型化运动
　　企业史人物 大午集资
　2004 表面的胜利
　　企业史人物 “江湖”总裁
　2005 深水区
　2006 资本的盛宴
　　企业史人物 “首富部落”
　2007 大国崛起
　2008 正在展开的未来
致谢
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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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3　扭转战局　　他们是我的希望，　　让我有继续的力量；　　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所有的
孩子都一样。
　　　　　　　　　　　　　　　　　　　　　——李宗盛：《希望》，1993年64岁的“天下第一庄
”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
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
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旋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
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
《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家大公司。
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
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
。
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柏油马路交织其间。
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
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
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
”。
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个百年一出的农民语言大师，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如珠
妙语倾倒。
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
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
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道：“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
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
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交情不浅，便渐渐地忘乎所以。
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有一次，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
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
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
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时，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
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
我们声明观点，从今以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
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
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
大事。
”孤愤、怨恨、对立情绪跃然纸上。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诱发的。
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
务员危福和。
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暴力殴打致死。
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
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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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个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
。
当检察院对4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于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
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
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名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
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禹作敏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
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
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禹氏庄园”。
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的所有武器装备。
禹作敏因有窝藏、妨碍公务等嫌疑而被拘留。
尽管风波陡起，但表面似乎还是一片风平浪静。
春节期间，禹作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
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事态正在恶化，不过很多人还是心怀侥幸。
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浙江万向集团
的鲁冠球。
1990年1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农业部部长何康任会长，两位副会长一个是禹作敏，另一个就
是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带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职务。
禹作敏与鲁冠球交情一向不浅，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冠球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作敏，而后者更
曾大方地送给对方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轿车。
鲁冠球与禹作敏是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企业家，禹作敏对鲁冠球的评价是：“你们老鲁太圆滑。
”而鲁冠球对禹作敏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太任性。
”年初，打死人事件发生后，鲁冠球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禹大哥”，他在一张便条中写道：“
目前社会各界对你及大邱庄颇为关注。
大家普遍认为，事已至此，以妥协平息解决为上策。
因为‘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
希望您心胸开阔，保重身体是本也。
”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
给予严厉的惩戒。
这让由自恃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得到一丝宽慰。
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
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判处
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10年。
关于禹作敏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
雷。
在《人民日报》任职的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打听他的情况
。
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
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此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辩的困境。
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国政治和法制
的进步与成熟。
”日后看来，禹作敏一案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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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禹作敏被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
。
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
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
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
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
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
决裂。
”4月，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两起强烈地震。
一起是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马，另一起则是当时国内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业家沈太福被捕。
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陡然陨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则颇具荒诞色彩的商业传奇。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
他自小爱好科技发明，是一个十分聪慧好学的青年。
1984年，30岁的他从四平水库的工程局辞职，与两个兄弟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
。
他们相继研发出很多新颖的产品，如吸塑包装机、双色水位计及一种特别的读卡机。
他的企业在当地以善于创新而小有名气。
1986年，沈太福进京，pA30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
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
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环。
1992年前后，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电机，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
可是，沈太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这时候，沈太福
想到了民间融资。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资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份，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
目充满了热情。
由于中央金融管制，发生在民问的各种集资行为便一直非常活跃，利息也是水涨船高。
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间。
一位资深的证券公司总经理曾回忆说，“在那年，证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该做什么，几亿的资金，
拆借出去就起码有20％的收益，还用自己费什么心？
”。
便是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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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北大、哈佛知名教授、四大财经媒体主编联袂推荐。
 　　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
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阐释差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
来，由大众去加以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
 　　　　　　　　　　　　　　　　　　　　　　　　　　　　　　　　　——吴敬琏 　　1978年
到2008年的30年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精彩的华章。
今天中华儿女又能因我们的经济成就昂首挺胸面向世界，这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交织的
结果。
吴晓波用他的心和他的笔为我们编织了这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的“货殖列传”，我觉得其
重要程度和精彩程度不亚于“本纪”。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管理案
例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商业评
论》执行主编 何志毅 　　　中国企业的崛起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让人遗
憾的是，迄今没有一部完整记录这段令人激动的时代的书籍，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弥补了这
个重要的空白。
 　　　　　　　　　　　　　　　　　　　　　　　　　　　　　　　哈佛大学教授、亚太区研究中
心主任 劳维信 　　《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同时他也是朝向未来的。
他是标本也是标杆，因此将成为无数人前行的伴侣。
——《第一财经日报》 总编辑 秦朔 　　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
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
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刘坚 　　中国缺乏连续而主流的商业史，这让中国的崛起充满偶然与不
可预见性。
在眼下这个全民读史的时代，《激荡三十年》的问世提供了一种社会与企业沟通的新的方式。
 　　　　　　　　　　　　　　　　　　　　　　　　　　　　　　　　　　——《中国企业家》总
编辑 牛文文 　　以往，但凡称得上“史”的书籍，往往给人枯燥生硬之感，但吴晓波的这本《激荡
三十年》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历史，却用冷峻的灵性之笔，描绘了一个充满刀光剑影的真
实江湖，读来令人有种莫名的感慨。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
人 沈灏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激荡三十年（下）>>

编辑推荐

《激荡三十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北大、哈佛知名教授、四大财经媒体主编联袂推荐。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
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创业故事集合而成的。
虽然人们对于这些故事的阐释差别甚大，但是我深信，让作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这些故事记述下
来，由大众去加以解读和评论，对我们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
                        ——吴敬琏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精彩的华章。
今天中华儿女又能因我们的经济成就昂首挺胸面向世界，这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和企业家智慧交织的
结果。
吴晓波用他的心和他的笔为我们编织了这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的“货殖列传”，我觉得其
重要程度和精彩程度不亚于“本纪”。
                        ——北京大学教授 何志毅《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同时他也是朝向未
来的。
他是标本也是标杆，因此将成为无数人前行的伴侣。
　　　　　　　　　　　　——《第一财经日报》 总编辑 秦朔　　吴晓波敏锐地发现，过去30年中国
企业的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只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
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与政治无涉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企业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刘坚　　中国缺乏连续而主流的商业史，这让中国的崛起充满
偶然与不可预见性。
在眼下这个全民读史的时代，《激荡三十年》的问世提供了一种社会与企业沟通的新的方式。
　　　　            ——《中国企业家》总编辑 牛文文以往，但凡称得上“史”的书籍，往往给人枯燥生
硬之感，但吴晓波的这本《激荡三十年》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历史，却用冷峻的灵性之笔
，描绘了一个充满刀光剑影的真实江湖，读来令人有种莫名的感慨。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 沈灏中国企业的崛起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
事件之一，让人遗憾的是，迄今没有一部完整记录这段令人激动的时代的书籍，吴晓波先生的《激荡
三十年》弥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白。
　　 ——哈佛大学教授、亚太区研究中心主任 劳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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