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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徘徊与出路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
称“新36条”。
当晚10点半，我的手机上有38个未接来电。
未接，不是我不想接，而是来不及接听。
“新36条”刚发布，很多温州的企业家朋友就急着打电话给我，咨询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一直以来，以草根姿态登上经济舞台的温州民间资本逐利而居，将整个中国经济“搅”得风生水起。
20世纪80年代，温州几乎家家户户以个体经营形式从事加工制造业；到90年代末，在个体加工的基础
上，温州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生产的打火机、眼镜、小五金、阀门和皮鞋等产品，占据了全国甚至
世界市场的重要份额。
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利润逐步降低到5％左右，温州的资金开始向房地产等利润超过25％的增长行业转
移。
在全国庞大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民间资本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以“拓荒者”的姿态出
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占据着霸主地位。
因而，温州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
近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然没有涵盖温州资本的所有投资领域，
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能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
温州资本出没于每个可能带来高回报，同时也蕴涵高风险的地方。
但经济形势和政策之水，既有能力将其变为寸土寸金的聚宝盆，也可以将其变为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在经济发展以速度为首选、经济秩序尚不规范时，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式无可厚非，也能得到意料
中的收获。
而当一切渐渐走上正轨，如果再继续延续此前的做法，可能就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损失。
在过去一年中，以往冲劲十足的海量温州民间资本遭遇了空前危机：海外，温州资本被套迪拜等地产
投资，俄罗斯“灰色清关”让巨额温州资本折戟；国内，山西煤矿让此前参与煤矿投资的温州资本如
陷深渊，而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温州购房团也遭遇当头棒喝。
重重打击之下，大量温州民间资本倍感“寂寞”与“急躁”，一时找不到新的投资出口，处于徘徊、
观望和等待的状态。
2010年5月15日，温州市举行了一场资本与项目的对接会，场面异常火暴。
两个路演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便道上也站满了投资者。
除一些专业投资机构代表外，从外在形象上判断，更多的参会者像是一些小企业主。
“温州人喜欢投资看得着的东西，以前对股权投资之类都不感兴趣，今天来这么多人，估计是大家都
着急找新的投资渠道。
”一位对股权投资并不熟悉，却依然前来了解情况的参会者表示。
“新36条”的出台，无疑是温州民间资本在迷惘期听到的一声春雷，或许可以给民间资本指出一条出
路，抑或是一个适时的引导。
“新36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诸如基础
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
领域，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人的市场环境”。
并鼓励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
型升级。
毫无疑问，“新36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了众多领域，提振了民间资本对外投资的热情。
但是，这些领域的一些项目多是资金密集型，并不是一两家民企的力量能够完成的。
因此，我建议，想要搭乘“新36条”东风的企业要事先练好内功，搭建联合平台，做足准备，以便细
则一出来就可以抓住机会进入。
最近，国家石油储备中心公布了“利用社会库容存储国储油资格项目”人选名单，浙江有3家民营企
业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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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36条”公布后首次有民营企业获得国家石油储备资格。
但愿这是第一波，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民资闯人这些原先的禁区。
卢森堡在《狱中书简》中的话让人感动，“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中，东方涌现出一抹巨大的、美丽得
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摆脱一切，独自浮现在天际，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
方的一个问候”。
这抹玫瑰色的云彩，或许就是“新36条”在温州民间资本眼中呈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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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里的新移民群体中有大量经常搬家的、流动性很强的”蚁族”，中国民间的分散资本中也诞生出
了数目巨大的“蚂蚁经济——比如温州资本温州民营资本在中国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区域破土滋生，经
历了家庭作坊一家族企业一股份制一全国化一全球化”发展的膨胀式成长，这是家庭资本向外扩展的
一种自然路径，既扩展了资本的力量，又不需要太多的社会代价放松垄断行业管制是2010年政府进行
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相关政策将会加快出台步伐．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到垄断行业及公用事业领域已
曙光初现，本书与时俱进，探讨了民间资本拓展的路径和其所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作者用全景展现
的笔法，让人们看蓟温州模式与资本市场接轨后的潮涨潮落，揭。
示了炒房团等资本事件背后的真相，描绘了掌握巨大资本的“煤老板”众生群像，展现了他们沉浮游
走于政策边缘的惊心动魄以及弱势草根突破成长瓶颈过程的波澜壮阔。
同时，指出基于当前宏观政策下的企业和个人的出路。
并大胆预测了未来财富的流向大趋势，告诉读者如何学会在危机中寻找转机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成为关于温州投资历史的碎片。
碎片是零散的，将这些碎片捡起来，镶嵌在民营经济崛起的图景上。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本狂欢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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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温州市十届人大代表、八届政协常委，被全国27个
县以上政府聘为经济发展顾问，曾被评为“温州十大杰出青年”。
著有《所有制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关于
新温州模式》等作品，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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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原罪”，原意是西方人信奉的一种教义，指的是人生下来就有洗脱不掉的“罪行”。
而企业的“原罪”，往往集中表现在企业壮大之初的第一桶金的获得方式上。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
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
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
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如此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
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仅仅用“有”还是“没有”所能讲清楚。
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先行者
”，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
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
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
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由此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资本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
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
与人的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
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
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
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
设备。
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
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就会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
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
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
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
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
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
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
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
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
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
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
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
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
随后，众人都跳入水中冒险摸鱼。
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
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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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甚至公司化操作。
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
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防不胜防。
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
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
缀——“原”，不追究也罢。
细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
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
程度的贫穷所驱使，都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
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选择脚踏实地，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行程弥坚，与那些走私的商贩
相比，其风向更健康、积极，坚持得也更为长久。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的确很聪明，他们即使身为草芥，还不风光，就学会了高瞻远瞩，跨
出温州的门槛，把外界资源运用得如鱼得水。
当然，哪里资源丰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哪里。
1979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甫一通航，李中方和李中坚兄弟就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
直向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始“打天下”。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浮华与温州简直天壤之别，这种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
经。
最初，他们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里接触最底层的群
体，尝遍人间冷暖。
在这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中，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中，李中方和李中坚凭借超强的毅
力与精准的眼光，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步人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如索尼电器、三洋收
音机、双狮手表、花王洗涤、富士胶卷等，这些品牌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
大地。
李氏兄弟最初选择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当时这
是一个风险小且利润可观的项目。
两年后，他们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元港币，将原来的公司更名为东方
国际推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贸易。
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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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不懂的温州资本:跟温州人学投资》是一部关于中国民间资本成长方式与未来走势的最新解读，是
一部为民间投资者拨开迷雾、指明市场发展规律的投资指南，是一部首度全面剖析神秘“煤老板”与
温州“炒房团”真相的普及读本。
它介绍了7500亿民间资本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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