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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中国的实业聚集地，挤满了野蛮而独立成

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最早一批是“柳市”八大王时期，

他们被人们称为“刁灵精通达”的生意人，之后，皮革、

眼镜、鞋服、打火机等行业兴起，温州开始被誉为“中国

低压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以及“中国纽扣之都”。或

许是因为腰包“鼓”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温州的实业

家们纷纷加入了炒作资金的行列，最终，他们成为房价

与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的始作俑者。

然而，2011 年对于温州商人而言，似乎过得并不

“太平”。从撤资一线房产到跑路海外，温州商人掀起

了一阵阵轩然大波。很多温州人觉得针对这次跑路事

件，大众的想法有些“偏左偏右”，全中国都有实业家跑

路的现象，只是很多案例没有被拎出来，温州人购置房

产参与炒房的名声在外，他们觉得，温州的企业都是多

年积累起来的，如今为世人所诟病，不公平。

但实业家们还是忍不住谈到宏观经济，本来就关

注经济的他们比以往更为敏感。“我看年底还会有更乱

的情况。”一位创业者说。而他们依旧如履薄冰。如果

时间倒流，他们还会以实业起家，还会将人生的几十年

花在工厂中，扎扎实实地奋斗。但无论是人为因素还

是大环境影响，事实摆在那儿，他们已经陷在实业与投

资的漩涡中。

区域经济成就“温州制造”

魏明的业务已经做到全球前三名了。他创办的温

州蓝道包装（以下简称“蓝道”）主要生产眼镜的包装、

眼镜盒以及可以固定或挪动的各种眼镜展示道具等。

在温州，实业都以区域性聚集，例如这里有“中国低压

电器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从这点来看，魏明的故

事很典型。

区域经济有个优势，干出名堂之后，四面八方的订

单都会冲着这里来，村里有专人负责跑业务，之后分工

给每个家庭，越专业化成本越低。但魏明家又有些不

同，最早没有电脑，印刷的制版需要手工画出来，外公

是书法家，家里保持了练字的传统，他们通常都是自己

写字拿去做成版的。在丝网印刷流行的时代，魏明有

个亲戚在中国丝网印刷协会做理事，嗅觉灵敏的魏家

开始购置新设备，乡亲们发现效果不错，也开始引进机

器，村里逐渐出现了价格落差；之后，弟弟到外地上高

校学会用电脑，就在家用电脑制版；各家各户又有了第

二次细分，有人专做 PVC 膜的包装，有人专印笔记本，

魏家选了最冷门的，做眼镜上面标度数的贴纸和吊牌。

这小玩意的利润超过 100%，“比较偏门，完全没有

竞争，因为别人都觉得不值得做。一张四开纸里面印

满了吊牌，每个吊牌卖将近一毛七，成本只有几厘。家

里有三台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印

人民币，然后赚到的钱会放在枕头底下，这里最安全。”

后来，魏明引入其他几个股东，决定进军温州，订单一

部分交给靠得住的外贸公司负责，另一部分自己做贸

易，这样还掌握定价权。

直觉造就胆量

对所有实业家来说，从作坊到工厂是必经之路，

都要经历从零开始到组合各种资源的阶段。现在来

看，温州人做实业很有特点，例如，他们更喜欢产销结

合，魏明的好友、温州瓯海眼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瓯海眼镜”）掌门人王风华说，“先有市场后有工厂，

做实业市场是第一位，很多散落在各地的温州人都在

卖老家生产的产品；往后人多了就要注重管

理，慢慢还有产品的研发。”这些人即使是先

做工厂，也要慢慢参与到贸易环节，直到现

在，王风华拿起眼镜就能够知道这个架子是

否好卖，优点在哪里，原因是，他们自己早已

成为卖货的行家。

通常，只要直觉有销路，温州人就敢于生产，内贸

外贸都毫不含糊，“要是月球上有人需要，他们能卖到

月球去。”温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人胡旭苍说。魏

明在 2000 年和股东拎着两个袋子跑到香港参展，两人

都不懂粤语和英文，有人过来询问就跑到旁边展位，

“让人家帮忙，只需要翻译两句，说清楚价格就行。”就

这样，两年后，他又到米兰去参展。从那时开始，温州

进入全民创业的时代。

温州制造：在唱“空城计”

然而，原材料、人力成本、地租的上涨，使得干实业

的温州商人苦不堪言，“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太低端，在

市场上的话语权很低，你涨价人家就不理你了。现在

很多中小企业出口贸易利润都在 3%~5%，一直受到两

端的挤压，喘不过气来。”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际控股”）董事长陈时升说。

但在利润与产能上找平衡并不是办法。陈时升之

前曾经做过星际控股的战略规划，“我们的定位是高附

加值产品，利润的增长率必须高于销售的增长率，但是

现在利润增长率下滑，销售额的增长率还保持着。”

大势所趋难以改变，由于产品冷门、做事厚道，陈

时升在订单那段比较顺畅，但是客户胆量变小了，2 万

个产品要分 5 次下单，对方不想自己有库存，工厂平时

采购 5 万个产品的物料，现在采购不到 5000 个，采购成

本增加，管理费用无法得到稀释。

实业界在寻求解药，做投资是最直接的一招。“所

以大家都在说温州实业的‘空心化’，我理解就是很多

人把实业当做展示自己的名片，反正增长率也不高，就

放在那里找人打理，自己去投资了。把工厂马上收掉

会有很大损失，毕竟还要维持客户。”陈时升说，“温州

人本来就善于理财，钱放在银行利率太低，投资给亲戚

朋友，年底还能分红；而且老老实实做主业已经不赚钱

了，你作为老板的价值在哪里？投资也是为了发展嘛，

你融资到 1 亿元，人家融资到 1000 万元，你把这 1 亿元

用好你会快速地发展。”

投资、跑路都和抱团有关

2004 年，中瑞财团横空出世，由神力集团、奥康集

团、法派集团、泰力实业、国光房产、远洋眼镜、耀华电

器集团、星际实业以及新雅投资集团 9 家企业组成，最

主要的目的是集资投资。“正泰、雅戈尔他们都拿出很

多钱做投资，当然也有些公司很专注地做到托拉斯，但

是经济学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鸡蛋不能集中放在

一个篮子里。”陈时升说。

基业长青是他们的终极梦想，或许他们都希望从

企业家过渡为投资家。

主营业务为产销警用器材、曾经随国家主席胡锦

涛出访秘鲁参加 APEC 会议的陈时升，虽然也经过作

坊到工厂的洗礼，但举止很有学者范儿，这位因为“不

在乎多干些活儿”的企业家被选为中瑞财团的监事长，

中瑞财团创办了 7 年，他对投资产生了兴趣，而且越来

越爱琢磨。“做实业的就是要兢兢业业，做投资是带有

绩效性的。有些人把投资和投机混在一起，做投资的

的确带有投机性，但是没必要完全分得那么清楚，只要

在合法的法律框架内，有什么不好呢？”几乎在中瑞财

团成立的同时，很多实业家也开始投资。还有很多人

效仿中瑞财团，建立投资公司来集资投资。

“遭遇危机的都是到处去投资的”

对实业创业者来说，做实业也许是命中注定，投资

却是事在人为。瓯海眼镜总经理王风

华是温州当地少有的不做投资的创业

者，而他的叔叔——董事长陈国光却是

典型的温州实业家，投资过房产，据说

温州“易佰连锁旅店”有其 20%的股份，

这个酒店品牌目前发展迅速，正在计划

上市。

王风华是朋友圈里面的意见领袖，素以充满正义

感、自律著称，好友魏明非常佩服他，“跟他在一起会迅

速被感染。”王风华建议大家专注做实业，尽量少投资，

不过很多朋友还是选择性地投资了一些项目。最近，

大家打来电话告诉他，“之前你说的很对，我们还是把

房子抛掉吧，专心致志做工厂。”

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巨大，但上市者并不多。“有

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财务不合格，这里做生意信誉

好，但是财务不规范；第二，多数都是实业，利润

增长率高不起来；第三，实业的同质化太强，主要

就是鞋服、眼镜那几件事，没什么故事可以讲；第

四是温州人的特点，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也没有上

市概念。”一位业内人士评价。

“同质化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做服装我也做。”温

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人胡旭苍曾经分析过这个

问题，“这些企业主不是不想变化，而是商业模式的变

化很有限，你又不是美特斯邦威，一开始就做虚拟模

式；想调整也是无力，大公司整合不了政策、环境、人

才，小公司是压根就没做起来；然后资本层面也没办法

收购，收购其他企业没戏，对方主业也不赚钱。所以，

你卖面包我也卖，我要冲着上市去规范交税，但是发现

你很快就把我的市场抢了，所以还不如同质化。”

但相比之下，信泰要上市，就要改变同质化，胡福

林的做法是大力投资光伏产业，“信泰真是大手笔的思

变，完全脱离主业，把大量的资金投到国家所引导的新

能源行业，结果这次遭遇危机的，都是到处去投资的，

实业是跑不了路的，就算你不赚钱，就是白干一年是

吧，顶多亏一点点。”胡旭苍说。

“近几年，光伏产业在浙江从零一下发展出 250 多

家，胡福林从十几岁开始做眼镜到现在，对光伏也不了

解，只是看到有个人做了两年光伏就成了巨富，他去投

资这个也没去评估自己适不适合，有没有专业的团

队。怎么可能成功呢？”温州当地从事眼镜制造的创业

者董迟说。

汲取教训 转移战略

更多实业创业者在思考，如何增强自身免疫力，陈

时升将企业定位为“科技型实业”。他表示，他不会减少

副业投资，但主业要增加投入。“这次发生的事情，我也

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可以说是温州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

的地区性危机，信用到了最低潮的时候。现在借钱很

难，大家都会把别人想成坏人。”他的产品主要为警用器

材、安全工程器材，陈时升也是技术起家，产品拥有较高

的技术含量，可以通过推陈出新来进行升级，“我现在

想，我的产品还有空间，我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这儿。”

实业环境的确在恶化。“这和体制有关系，温州这

座城市的规划、定位在变，现在显得很尴尬。有些人还

提倡温州做总部经济，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但他们也

不想想，大的总部全都搬到上海去了，温州还有机会

吗？房价每平方米四五万元，信息、人才、物流都不够

方便。”张岩说。

创业者在想战略对策，或战略转移，或进行行业相

关的多元化发展，有些则依旧专注于工厂琐事。也许

这就是企业家与厂长的差别。其实，他们应该分析一

下温州最著名的两家企业：正泰和德力西。两家本是

同根生，1991 年“求精开关厂”分家，南存辉创办“正

泰”，胡成中创办“德力西”，如今前者已上市，虽然也做

投资，但是继续专注于低压电器行业；后者与施耐德牵

手，创始人胡成中也热衷于其他投资，他的儿子还在看

互联网方面的项目，但是主业因与外企绑定而显得很

稳定，副业才得以施展。两家的发展方式都有道理，应

了胡成中爱说的那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

陈时升说，“温州人思维能力非常强，有的时候也

会钻牛角尖，这次出事，应该会让我们看到之前的错

误，赶快吸取教训。”

编者按：温州商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他们通过投资国内外房地产、煤矿以及放高利贷，积聚了

庞大财富，但如今，他们面临着没落的危机。受中国政府大规模房地产调控、紧缩政策以及全球经济衰

退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以高利率向他们放款的民间借贷业者受其拖累也面临破产的危机。对

于温州商人而言，2011 年是“不太平”的一年。

2011年 温州商人的“多事之秋”
■ 本报记者 静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