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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论道

海外华商

焦点人物

■ 夏燕燕

上世纪 80 年代初，她从教育界转身商界，办旅行社、买飞

机、开航线；当中国健康文化创意产业尚未起步之时，她便预见

了健康文化创意产业定会崛起，并投入数亿元资金提前介入；

201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郡长米切尔·安东诺维奇在

洛杉矶市政厅，亲自把“洛杉矶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了她。这个传

奇般的女人就是王雁。在布满荆棘的商途上，王雁以独具特色的眼

光，为自己开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 一 次 见 面 ，记 者 无 论 如 何 也 无 法 将 面 前 这 个 从 容 优 雅 的

知 识 女 性 与 商 界 女 强 人 联 系 在 一 起 。 采 访 ，就 在 这 种 疑 惑 中 开

始 了……

母亲的言传身教

王雁的父亲王冠英不仅是爱国抗日将领，且医术高明，为保护和

弘扬中医作出过突出贡献，有“少将军医”之誉。王雁投资健康事业

看似是传承了父亲的事业，其实则不然。“在我不到 3 岁的时候，父亲

就去世了。关于他的身世与经历，家人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影像

资料。”王雁对记者表示，是母亲一手把她带大的，所以，自己发展

事业的渊源，应该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据王雁回忆，她母亲是一

个注重中医养生的人。在王雁小的时候，每逢春季到来，母亲

就会熬豆腐汤给家人食用，用以滋养身体。

此外，王雁还提到，母亲身上汇聚的中国传统女性善

良、孝顺的优秀品质，也使她深受影响。“长大以后，我让

母亲安享晚年，这是尽孝；而我事业成功之后，投身

文化健康事业，这应该算是尽忠。我希望通过此

举，让老百姓都能受益。”她说。

也许，王雁的母亲并没有在如何经商上

给予她实际的指导。但王雁认为，她的

很多性格都是母亲在日常生活中

潜移默化培养出来的。这对

她此后开辟商业道路，

有着不可磨灭的

影响。

为了解决问题而投资

买飞机、开航线、经营民营旅行社，这些事情在现在看来都不普通，

在 10 多年前，对于一个私营企业家来说，就更是天方夜谭。

在采访中，当被问到投资的成功秘诀是什么的时候，王雁不好意思

地笑了一下，说道：“其实，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奥秘。我投资往往是为了

解决问题，但却碰巧从中获益。比如当初买飞机，就是如此。”

那时，王雁旅行社接到的美国高端旅游团，返程时由于买不到机

票，156 名客人滞留在北京。而包机送团回美国，旅行社就要赔上 8.6

万元。王雁说：“后来，在老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把客人分批送走了，

但也发现了航空运力不足的问题。咨询了相关人士，我发现根本原因

是没有飞机。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决定以租用的方式买飞机。投资

后发现，收益不错。”

而开辟北京至汕头的往返航线，是王雁做出的另一个惊人之举。她

告诉记者，当时，北京至汕头的航线没人敢开，大家都怕承担经济责任。

王雁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觉得这是正确的，承担风险也在所不惜。经过

一番努力，北京至汕头的往返航线被王雁打通了。对于私营企业家开航

线，那时的民航领导看法不一。一派认为，私营企业开航线，出格了，不

会有好结果；另一派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现，应该支持。

而事实证明，王雁做对了。她笑着对记者说：“航线开了 3 个多月，我就挣

了 80 多万元。我帮助当地人解决了来京的问题，自己也挣钱了。”

王雁就是这样，每进行一个新的投资，她想在最前面的并不是能从

中获得多大的收益，而是这个投资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做项目不怕艰难

1996 年，当中国文化产业还在萌芽中探索时，王雁率先提出了“健

康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要用文化方式来解决，要用科学之道来保障”。

说起自己发展文化健康事业的心路历程，王雁很激动。她告诉记

者，在北京申报健康公园项目的时候，很多专家给她的指导意见都是，

项目是好项目，但想要做成，难上加难。连王雁的丈夫都劝她说：“在北

京做文化太难了，你工作起来又总是那么投入，我真怕你累坏了，钱也

打水漂了。”但是，认准的事，王雁不会轻易放弃。

后来，王雁建立景藏健康公园时，光是报批文，就先后通过了 100

多个。王雁回忆道：“我建立景藏健康公园时，土地规划就是一步步批

下来的，从 3%到 6%再到 20%，公园的一草一木都让我耗费心力。记得

有一个土地批文，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拿到。对于投资者来说，时

间就是金钱啊，但我并没有放弃。为了约见相关部门负责

人，我在人家门口从早上 7 点等到晚上 9 点，仍

没见到。后来，我甚至写了‘投

诉书’发

到相关部门邮箱。历经各种波折，我终于拿到了批文。”

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就算有再大的阻碍，王雁也不会轻易妥协。

在采访中，王雁反复提到一句话，“人有志气，鬼都怕。”

在采访的最后，王雁告诉记者：“美国股神巴菲特说过，要投资就选

垄断性资源投资，我深有同感。而我投资的文化健康产业，就是垄断性

资源。”近年来，中国健康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

占 4%至 5%的比例，仍与发达国家 15%的比例相差甚远。所以，健康产

业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投资潜力。王雁说：“我的景藏健康不

与医院争客源，是以健康学和文化方式达到养生的目的。这是我和专

家们经过 15 年的科学探索，苦心经营出来的一条新型健康模式，是独

一无二的，所以也是垄断的。”

王雁：人有志气，鬼都怕
■ 本报记者 徐 淼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浙商作为一个日益活跃的新商业群体，逐渐

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全面准确地定义浙商，也是学术界和民间都感兴

趣的话题。我认为大致可以按以下三个标准对浙商进行划分：

第一，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做人家不愿做的事”，即从事一些社会声望和评价较

低的职业，如摆地摊、补鞋、走街串巷收破烂等;

第二阶段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即所从事的经营是当时政策所不允许的；

第三阶段是“做人家做不了的事”，这一阶段的创业对资金、人才、技

术、管理水平的要求比较高，存在不少门槛。

第二，“三代”传承。

第一代是 30 多年前开始创业的鲁冠球、徐文荣、沈爱琴等人，他们早在改

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就已尝试从商或经营企业。

第二代是上世纪 80 年代创业的浙商，比如 1984 年起步的南存辉(正泰集

团)和胡成中(德力西集团)，1986 年成立的传化集团等，现在影响力大的浙商，大

多数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在 1988 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之前，浙商创业还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第三代是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创业的浙商群体，特别是在 1992 年邓小平“南

巡讲话”后，涌现出了一批新兴民营企业。

如果进一步划分，还可以将第三代周期内 1998 年以后出现的马云(阿里巴

巴)、孙德良(网盛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网络产业，归为第四代浙商。

第三，四大地域板块。

即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定)湖(州)及浙中板块。温台商人的流

动性、迁徙性是浙商群体中最强的，他们还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和自我意识，他

们所创办企业的产业稳定性也是最强的，往往是朋友之间相互复制、代际之间进

行传承，其轻型化的产业结构特征则较为明显，如眼镜、打火机、皮鞋、服装、低

压电器等，都是温州轻工产品的典型代表。

宁绍商人的最大特征是机敏而务实、低调。其中，绍兴商人创办的企业，往

往产业规模比较大，末端产业比较少，产业组织化程度比较高。

杭嘉湖地区作为鱼米之乡、江南水乡，生存压力不大，所以当地浙商冒险意

识相对较弱，选择外出经商的人较少。但由于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人口

素质也相对较高，往往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企业密度也比较高。

浙中板块，最典型的就是以义乌为核心的盆地地区，该板块以义乌商人为代表，

既有浙南温台商人的特征，又有浙北杭嘉湖商人的特点，总体而言，企业个体数量多，

产品的辐射力很强，但本地大型企业较少，产品规模小，产业的流动性也不足。

换一个角度观察，30多年来日益兴盛的浙商，也有三大发展软肋。

一是文化性的弊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使浙商形成

了“人人做老板”的文化，这就导致一个原本可以做到 10 亿元或数

十亿元规模的企业，往往一分为几，难以做大。

二是不善于真正的合作。内部管理上，不少企业家只相信自己

人，任人唯亲唯熟，不善于引进职业经理人，即使引进也对其不放

心、不放手;外部合作上，表现为缺乏产业协同，不少产业集群内

部都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三是品牌创新意识比较弱。对以差异化和树

立品牌为特点的创新竞争还不够积极，多数是

本着拼价格的想法。

（作者系浙商研究院副院长）

认知浙商的三个维度

据 美 国《星 岛 日 报》报 道，旧 金 山

唐 人 街 有 一 条 小 巷 吕 宋 巷 。 就 是 这 条 三

个 人 并 排 行 走 都 显 得 拥 挤 的 小 巷 ，曾 经 活

跃 着 十 多 家 华 人 经 营 的 制 衣 厂 。 20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兴 旺 发 达 的 制 衣 厂 里 曾 有 数 百 名 工 人 日

夜 忙 碌 。 然 而 ，随 着 华 人 制 衣 业 的 没 落 ，仅 存 的 佳

丽 制 衣 厂 已 成 为 业 界 的 活 化 石 。 记 者 在 一 名 当 年 女

工 的 指 引 下 ，敲 开 了 一 扇 门 ，触 摸 了 一 段 渐 行 渐远的华

人制衣历史。

这是一个约 600 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吊在天花板上的荧

光灯泛出冷冷的光，一片萧瑟。靠墙两旁摆着各种不同类型

的衣车 16 台，绝大多数都蒙上了纺织品的纤维和尘埃。女主

人苏丽英 (人称英姐 )说，这些衣车有不同的功能，单针、双针、

打网、钮门、打钮、挑脚等工序全靠着它们。但是，现在大多设

备都用不上了，因为订单越来越少，所需的工序只要两三辆衣

车都绰绰有余。

英姐曾在广州服装厂被鼎鼎有名的陆湛师傅收为徒弟，

学得一身好手艺。移民到美国后，20 多年来，一直都在制

衣行业中爬滚。她从一名制衣女工到老板娘，

历尽艰辛，总算从苦难中熬了过来。她说，前夫把钱和房屋一起

卷走，幸运的是儿子很孝顺也很勤快，虽然母子俩在出租屋里相

依为命，也能让她感到人生有希望，精神有寄托。

以前，衣厂生意好的时候，找工人很容易。英姐回忆，密密麻

麻的缝纫机旁，有十多岁的大姑娘，也有七八十岁的阿姆。当

年，一件衣版的订单常常有上万件成衣。英姐说，包括永发等许

多名噪一时的制衣厂，同时开工的就有 300 多人，一周 7 日，衣厂

里的灯从不熄灭。1990 年，旧金山的制衣业发展到顶峰，英姐也

从一般的车衣女工晋升到技术主管，负责车板。对制衣行业充

满信心的英姐决心参股所在的衣厂，随后，属于自己的佳丽制衣

厂正式开张。但好景不常，2001 年后制衣业开始走下坡路。英

姐说，衣厂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许多衣厂相继倒闭，有的还惹

上了官司。佳丽制衣厂的规模也从 20 多名员工削减到她自己

一人，偶然有几十件衣服的定单，若时间紧迫，她就请一些相熟

的临时工帮忙。

“说起旧金山制衣业，有太多的过来人，耗了大半辈子，酸甜

苦辣，恐怕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目前经营餐饮、贸易和投资的吴

慕洁说，无论曾经在制衣业多么风光，都不可能走回旧路了。

（新 华）

旧金山华人衣厂硕果仅存风光不再

王王 雁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