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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总是看不清前行的道路？
　　为什么总是担忧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悲观者说，从2012年始，中国将进入停滞的10年、20年，甚至30年；乐天派言，再过10年，最
多20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国⋯⋯　　妄自菲薄与狂妄自大皆不可取。
关于未来中国10年、20年乃至30年的预判，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笔者学浅，不敢遑论中国前途。
但匍行于中国民营经济前沿地带，观现代商帮之兴衰起落，感中国社会之变化发展，颇有一些感触。
　　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此30年，乃中国潜龙藏海的蓄
养之时；2012年，将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发展方向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将从此揭开藏龙出海的
序幕。
　　为何在熊气弥漫之时，预判中国这只藏龙将应势升腾？
因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龙蓄积了启动的能量；更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与世界风云历
练了中国龙崛起的能力。
　　但眼下，的确有熊气缭绕之相：继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中国股市、楼市，乃至实
体经济都现出疲软之势。
舆论界“冬天论”、“失落论”声起；“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仿佛被应验。
　　传统的中国纪年用的是干支纪年法。
六十一甲子，笔者看来，在两拨30年的发展高潮当中，会有一个相对的低谷，走过这个低谷，必将有
又一轮的_升腾之势！
　　第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关键词是：商品短缺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
至上”。
　　第二个30年，中国发展的关键词是：商品过剩时期，经济中速发展，民生、文化与经济并重的“
科学发展”。
　　据此，在闻听中国政府下调经济增速之后方能不畏不怖。
中国未来10年不是停滞的10年，而是主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凤凰涅槃的10年。
而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调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虽前景光明但路途曲折，要有足够的转型期准备
。
　　中国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在国强与民富的问题上，第一个30年，选择“小河先满满大河”；第二个30年，则选择“国强”
与“民富”并重。
　　为此，本书展示了煤炭与钢铁行业的“寡头乍现”——中国草根企业跻身重化工业领域后又转身
而为配角。
内在逻辑在于，国强与否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否，而国家安全，往往建立于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之上；
但“国有主导”并不排斥民营参与，更不打击“民富”的滋长。
在“国有主导”的同时，国家亦积极鼓励与民营的“共进”。
　　在资本与实业的关系上，第一个30年，企业或经济主体更多地选择投机，资金往往从实业流出，
炒房、炒股、炒期货，甚至炒钱，因而产生泡沫；第二个30年，为了重振实业，首先要挤泡沫，企业
家或者经济体有一个壮士断腕的过程。
　　本书不惜篇幅描述“热钱沦陷”的景象，实为对资本回归到实业的呐喊与呼吁。
　　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第一个30年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各地政府搞各种文化节、艺术城乃至文化市场，都是为了招商引资或者实现赚钱效应。
第二个30年则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真正以文化复兴带动中国经济的振兴。
　　本书“文化淘金”部分展示的是转型期文化与经济扑朔迷离的关系。
政府欲以金融创新及经济手段助推文化的复兴；事实上，唯有文化力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内生力量，希
望第二个30年，文化能够为中国经济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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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技与商业的关系上，第一个30年，商业力量往往左右科技创新的步伐。
商品短缺产生巨大商机，又往往导致企业满足于山寨和复制。
第二个30年，将是科技改变商业的变革时期，为从过剩经济突围，有识之士将用科技创新缔造新的商
业模式和商业机会。
　　本书“芝麻开门”部分描述一批冲浪者与拼缝者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创业不息、创新不止，捕捉
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等新经济机遇，演绎了“科技改变商业、创新超越传统”的剧情。
　　当然，写作此书并非简单罗列这两年的经济现象。
本书以财经记者出身，后在产权交易机构工作的晓墨之视线为线索，以纪事体的写法记录了2010年
到2012年初中国经济的种种现象，欲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些本质的东西。
　　两千多年来，朝代在更替，但管仲“利出一孔”的统治思想却得到了延续和发扬。
明末清初，正是“利出一孔”的思潮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始于打开利孔。
利孔开阖，以何为度？
当思“国强”与“民富”的最佳结合。
　　当前社会有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也
即利孔打开为万恶之源；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国家垄断”，而所谓的“国家垄断”
指的是“利出一孔”的回归。
　　事实上，所谓的“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国家垄断”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
如果没有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而如果没有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国也不会有更
好的发展！
中国要发展，必须打开利孔；而开阖之度，当思“国强”与“民富”并驾齐驱。
　　中国奇迹与日本奇迹都基于相同的发展模式，即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加工和出口导向型，
因此，中国模式恰似日本模式的延续和集大成。
但日本继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速增长后经历了两个“失落的10年”，中国经济在持续30年的高速发展
之后该如何避免失落和停滞，从而顺利地实现转型与升级呢？
　　拐点时期，恰逢国际政治、经济i军事形势最复杂多变的时候。
当此之时，中国承受压力，中国企业承受压力，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承受巨大的压力。
　　大浪淘沙，大浪过后始见金。
　　2012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传来春的讯息。
　　温家宝总理3个小时的答记者问，更是向人们传递了中国深化改革的信心。
可以预见，随着中共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国将全面进入又一个30年的发展时期。
　　比尔·盖茨曾说：“传统的银行方式会成为21世纪的恐龙。
”人们有理由相信：新的30年，新的模式会替代旧有模式；中国前途，将谱写新的传奇，新的辉煌！
　　有洗牌，就有新生；有拐点，就会有柳暗花明。
　　蓄30多年改革开放之势，历国际风云与全球化之战，中国龙，必将腾起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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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揭示了在看似熊气弥漫之时为什么却预判中国之藏龙将应势升腾的原因。
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关键词，是商品短缺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发展
是硬道理”的“经济至上”。
同时，也预示了中国第二个30年，中国发展的关键词将是商品过剩时期，经济中速发展，民生、文化
与经济并重的“科学发展”。
有洗牌，就有新生；有拐点，就会有柳暗花明。
蓄30多年改革开放之势，历国际风云与全球化之战，中国龙，必将腾起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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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收编民企　　改良版“煤改”方案出台。
　　新版方案至少意味着，尚未拿到补偿款余款的温州商人，可以用占股49％的方式，从大股东退居
二股东，继续经营当年自己投资的中小煤矿。
　　如果说，黄祥苗的案例可以看做未来浙商以占股49％的方式留守山西煤矿，从而收获这个产业蛋
糕的典范，那么，像黄祥苗一样善于顺应地方产业政策意图，并诚信经营、刻苦打拼，则将是未来浙
商在许多领域得以留守的必备条件。
　　因为，中国煤炭行业最终会进入寡头垄断时代，就像美国、澳大利亚一样。
而民营企业即便不会最终出局，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担任配角。
　　2010年9月24日。
　　新华网消息：已近尾声的山西煤矿兼并重组进程，有了新的改良方案。
为避免浙江民营资本利益受损，山西省将允许滞留的温州民资人股国有煤炭企业，持股比例最高为49
％。
　　按照新方案，温州投资者可设立由被并购的小煤矿和参与兼并重组的国企组成的子公司，并依附
于国有煤矿。
兼并重组后没有拿到的补偿余款，可作为资本入股。
但在新设立的子公司中，国有企业占股51％，民营资本占股49％，双方可共同参与公司管理运营。
　　这一改革方案和以前山西煤改方案有较大区别。
此前山西出台的兼并重组方式只有两种，或参股国有煤企，或取得赔偿款。
但这两个政策，在温州商人看来都有一定的不足。
按照第一个方案，小煤窑在被兼并进国有煤炭龙头企业之后，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按照第二
个方案，当时温州投资人在山西投资的近500座小煤矿，投资额高达500亿元，悉数要被国有煤炭企业
并购，赔偿额却和温州商人的投入相差甚远。
　　温州投资者基本都选择了拿赔偿款这个方案。
但截至2009年年底，大部分温州民企的补偿余款，都没有拿到。
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山西宁武县，就有温州投资的小煤矿22座，没能拿
到的总余款估计达30亿元以上。
　　如今，改良版“煤改”方案出台，至少意味着尚未拿到补偿款余款的温州商人，可以继续经营当
年自己投资的中小煤矿。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的格言在温州煤老板身上是否也将屡试不爽呢？
无论如何，温州煤老板黄祥苗的案例让那些仍然钟情于山西煤矿投资的浙商看到了些许希望。
　　作为温州煤老板的代表人物，2010年初，黄祥苗就获得了山西政府的批准，在昔阳组建了一家丰
汇煤业集团，兼并收购昔阳当地10家主要煤矿。
黄祥苗成了山西唯一一家拿到重组令牌的外省籍煤商。
《中华工商时报》在《民企参与激活晋煤重组》一文中介绍了他的故事：　　时年44岁的黄祥苗来自
人称“煤老板之乡”的温州苍南县。
20岁那年，黄祥苗就离开苍南县腾洋乡的家，在河南灵宝一带矿山替人打短工、做小包工。
这一干就是5年。
1991年和1996年，他两次进山西，瞅准机会投资入股与人合作经营煤矿。
2002年，他进入当年以大寨闻名的昔阳煤业圈。
2004年6月，他被推选为昔阳县温州商会会长后，先后当选为第六届和第七届昔阳县政协常委、昔阳县
工商联副会长、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现在黄祥苗的矿业版图已横跨内蒙古、河北、山西、广西、陕西等地，并拓展到金矿、铜矿、房
地产等领域。
一位熟悉黄祥苗的知情人士认为，黄祥苗在山西多年经营的人脉，以及和昔阳政府的密切关系，帮助
他一次次在地方政府的煤业运作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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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以往山西政府的几次煤矿整顿中，黄祥苗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每次都获得了新的机会
。
比如2005年8月，当山西关闭1304个非法违法煤矿时，黄祥苗在昔阳政府的支持下逆势扩张，兼并了昔
阳县森隆煤业公司。
　　屡次逆流而上的黄祥苗，在2009年的“煤改”中是否还能一如往常，成为稳立潮头的侥幸者？
　　事实上，在这场引起全国高度关注的山西煤炭资源重组“运动”中，由于煤矿并购主体均为山西
政府指定的大型国有企业或省内民营企业，浙江籍民营煤商纷纷被排除出局，黄祥苗也没有逃脱被兼
并的命运。
重组在2009年4月启动后不久，黄祥苗在昔阳的两家煤矿因为产能不达标，遭到当地一家国有煤矿的兼
并。
当时，这两家煤矿的资产总额已达到2.63亿元，年产值1.5亿元。
　　但在2009年的六七月间，黄祥苗的命运突然出现转机。
　　2009年10月27日，黄祥苗与昔阳县政府签订协议，通过融资15亿成立丰汇煤业集团。
按照山西省政府于2009年5月出台的《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黄祥苗全权负责昔阳县内煤
矿并购事宜。
这无异于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不仅在浙商中，而且在整个山西圈内都引起了轰动。
　　2010年8月1日，黄祥苗旗下最大的煤矿正式投产，年产120万吨，其余4座主要煤矿也于该年年底
完成基础建设。
按照黄祥苗的计划，他收购的10个煤矿全部投产后，集团年产值将在20亿元以上。
　　这样的喜剧性变化对浙商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猜测，出现这种转折的端倪是，作为温州煤老板的代表人物黄祥苗频频在不同公开场合为山西“
煤改”说好话。
比如：“此次煤炭资源整合，小煤矿退出，并不意味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
”“现在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大进小退’、‘优
进劣退’，这样做，更有利于优质煤炭企业做大做强。
”　　是黄祥苗投政府所好、主动替政府代言的原因，还是山西“煤改”需要这样的民企特例，抑或
兼而有之？
　　无论如何，据说黄祥苗在昔阳的煤矿经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他的煤矿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涉及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他的从业经验、安全管理意识
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认可和信任。
”昔阳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在解释为何授权黄祥苗进行当地煤矿的整合时说。
　　这里，还要穿插这么一个故事：黄祥苗在2002年初到昔阳时，便以1200万元买断了当时效益不佳
的国有铁炭窑沟煤矿，从而帮助地方卸除了一个财务包袱。
当时，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的这种冒险行动。
他到银行打出200万元订金时，填汇款单的手都在颤抖。
大概就是这种千万不能输的压力，使黄在接手铁炭窑沟煤矿后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地谋求生存。
多年来，他吃住在矿上，不分昼夜地工作，亲自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下井解决一线难题，改革采煤方法
，两年之间就把铁炭窑沟煤矿的年产能从3万吨扩大到30万吨。
　　有媒体说，黄祥苗善于顺应地方产业政策意图的经营方式，是他获得政府赏识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黄祥苗的案例可以看做未来浙商留守山西煤矿，从而收获这个产业蛋糕的典范，那么，
像黄祥苗一样善于顺应地方产业政策意图，并诚信经营、刻苦打拼，则将是浙商能够得以留守的必备
条件。
　　因为，中国煤炭行业最终会进入寡头垄断时代，就像美国、澳大利亚一样。
而民营企业即便不会最终出局，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担任配角。
　　如此说来，在这一轮“煤改”中，大概可以给黄祥苗颁发一个“最佳配角奖”。
　　无论如何，山西省的煤炭资源正进一步向国有大型煤炭集团集中。
　　按山西省政府提出的煤炭兼并重组目标，未来山西将形成4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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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平朔煤炭总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3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
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煤矿集团、晋城煤业集团），11个年生产能力1000
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在煤炭兼并重组过程中，山西省各地方政府均以8大煤炭集团为主导，形成了“1+2+5”的格局。
而地方主体企业、地方骨干煤矿企业、省内外其他煤炭集团只是山西煤炭大集团的补充。
 但只要还有这个“补充”的必要与可能，就会有浙商腾挪的身影。
浙商天生就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韧性。
经过大浪淘沙般的产业洗牌，仍然有不少浙商会坚持留守在山西，留守在中国矿业、矿产投资领域。
因为，浙商或民营企业的名字绝不仅仅是“轻”、“小”、“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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