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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商城开业[1995]

“走私场”[1983]

第一批外商参观林垟机械厂[1986]

瑞安第一家出口企业瑞安工具厂[1986]

胡乔木考察春雷鞋厂[1986]

万里在塘下主持召开“七级书记会”[1986]

全省最早股份制企业[1987]

国家领导人参观在北京举行的
温州展览会瑞安馆[1989]

那是30年前，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

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是世人所熟知的。瑞安人敢为温州先，则是温州老乡送给瑞安人的一句话。30年前，就是这个小小的县却成为市场经济的源头，股份合作制

的诞生地，成为“温州模式”的最主要发祥地之一。

从家家户户经商办厂、10万购销大军走南闯北，到通过“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专业化加工群体，逐步成长为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块状产业集群。如今，瑞安已形成汽摩配

件、机械电子、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等三大主导产业和塑料制品、鞋类、精细化工、纺织服装等七大传统特色产业，这与当初的家庭企业、乡镇企业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考察纳斯达克主板上市的瑞立集团时说，“在瑞安能时刻感到中国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脉动，而这个瑞安只是中国东海边的一个小山城。”

抛掉铁饭碗，自端泥饭碗，在30

多年前是别人眼中另类的傻事。然

而，就是因为干了如此“傻事”，浙江永

久科技实业公司总裁温邦彦走上民营

科技企业的创业道路，一圆自己创造

发明生产发明的梦想。

和所有上世纪80年代敢拼敢闯

的瑞安人一样，温邦彦是一位敢于突

破“禁区”、抛开传统的创业者。1981

年，当时已在瑞安机械厂担任技术科

科长的他，为了实现自己不断钻研技

术并使产品投产的想法，毅然辞去了

科长一职，离开单位，准备创办一个专

门生产自己发明的新产品的工厂。

当时，这个消息让厂里厂外议论纷

纷：“技术科长，还有编制，还有什么不

满足的？”“自己办厂，别成了资本家，让

儿孙背黑锅呀。”种种争议，拦不住温邦

彦的决心，他觉得在改革开放的春风

下，凭着自己的技术本领赚钱，靠双手

致富实现梦想，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砸锅卖铁，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温邦彦创办了永久机电厂。他把自己

仅15平方米的住房办成了试制厂：床

前摆着老式宽板凳，作为钳工桌；床下

是仓库；缝纫机台面铺上图板成了设

计室；写字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电子

元器件，成了装配间；6平方米的厨房

则成为日夜工作的试验室。虽然条件

艰苦，温邦彦和两个徒弟却乐在其中，

生产出了电磁阀产品。

虽说当时个私经济已蓬勃发展，

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瑞安还深受姓资

姓社的困扰，刚刚起步的温邦彦遇到

了诸多困难。“因为是刚诞生的民办工

厂，产品质量过关却因为没有鉴定而

销不出去，后来产品畅销了，又常常被

一些国有大企业仿造。”他说，因为国

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强、销售渠道广，反

而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市场，民办企业

却只能在市场的夹缝里苦苦挣扎。

为了在缝隙中闯出生路，温邦彦早

早树立了专利申请的超前意识。在中国

专利法实施的第一天，他就申请了3项

专利，头一个月里，共递交了6项专利申

请。同时他也敢于投资，不惧经济风险

和政治风险，专利获得后就投建了新厂

房，在国内率先创办了“三位一体”的永

久机电工厂、研究所和学校，此番动作在

当时全国的私人企业中颇为少见。

“瑞安民营经济能走到今天，除

了一股无所畏惧的拼劲闯劲，更在于

信奉坚持创新创业这一信条，这也是

老一辈创业者给新生代的精神财

富。”温邦彦说。

■记者 项乐茹 首席记者 严小章/文 通讯员 管陶/图

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黄德奇

“瑞安是温州模式发展最快、最典型的发祥地”

37 年前，33 岁的黄德奇进

入瑞安县工业局，从事经济管理

工作。从那时候起，他扎根在工

业企业一线，切身感受着瑞安本

土经济发展的脉搏，见证了瑞安

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

“30年前的瑞安，是民本经

济、草根经济发展的孕育摇篮，

更是‘温州模式’发展最快、最典

型的重要发祥地。”30 年后，作

为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的黄德

奇向记者娓娓道来“温州模式”

在瑞安的发祥史。

“瑞安民营经济的起点，是

家庭工业的异军突起。”黄德奇

回想起当年，那种千家万户投入

商品经济热潮的蓬勃景象记忆

犹新。他用几组数据记录了下

来：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期，场桥

羊毛衫市场就人潮涌动，一个小

乡镇，生产羊毛衫的家庭作坊就

达到 3000 多家；家家户户因此

致富，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

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

而塘下家庭生产编织袋一年下

来可创收1.8亿元，对于当时的

其他城市已是天文数字。

而追溯民营经济萌芽的内

生动力，是瑞安人对致富的本能

需求。黄德奇说，当时瑞安的情

况可以用“三少一差”来概括：人

均耕地少、可用资源少、国家投

资少，交通条件差。为了养家糊

口，传承自永嘉学派“以利和

义”、“义利并举”等重商主义影

响的瑞安人致富思想无需动员，

也从不畏苦。“瑞安人‘敢’字当

头，有着低调务实的性格，特别

敢闯敢干敢创新创业的精神，是

推动民营经济在瑞安兴旺的本

质根源。”

很快，具有瑞安乡镇工业特

色的“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块

状集群经济在全市遍地开花，这

也是“温州模式”在瑞安的最主

要表现。在当时以务农为生的

塘下韩田村，村民为了生计，做

起了低档的汽车配件，不经意间

创办了塘下第一家汽摩配企

业。通过“亲帮亲、戚带戚”的方

式，全村掀起了“办厂风”，发展

到370余家汽配企业，带动经济

飞速发展，汽摩配件为韩田撑起

一片致富天地，使其一跃成为浙

南首个亿元村。

“最旺盛的时候是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瑞安的 29

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群

体。”黄德奇回忆，当时他到乡

镇村庄调研，发现多地自发形

成了特色的集群产业。比如塘

下是汽摩配，莘塍是塑料制品

和服装，马屿是皮鞋、眼镜、蛋

糕箱生产，仙降则是胶鞋，诸如

此类的“一乡一品”生产基地，

还有工艺品、陶瓷、水暖、标准

件、机械等，驱动着瑞安乡镇工

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一组

数据表明，瑞安乡镇工业总产

值从1980年的5764万元，飞跃

到 1996 年的 176 亿元，乡镇工

业经济的地位在全市工业产值

205亿元中，五分天下占了4分

半。

“这 30 年，民营经济就是

瑞安经济腾飞的主战场。虽

然这几年瑞安经济经历过金

融危机、土地资源等瓶颈，但

‘温州模式’并没有过时。”黄

德奇说，民营经济在瑞安的经

济总量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

还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这

个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对于

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要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相信民营企业

的活力、生命力，期待“温州模

式”在瑞安的再一次发力，有

新的腾飞。

作为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

瑞安的经济发展充满着民间的

力量。然而，民间的力量没有聚

力也难以爆发，它需要一个推

手。在“温州模式”在瑞安的萌

芽发展时期，这个推手就是当时

的政府及党群干部。

从 1980 年到 1984 年四年

间，正是瑞安民营经济“肆意生

长”的关键成长期，也是当时时

任瑞安县县长彭克兴的履职

期。30年后，今年已83岁高龄

的彭老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不

已：“民营经济对瑞安的发展太

关键了，如果当初没有抓住这个

机遇，没有这30年的发展，也势

必没有如今这般模样。”

推广塘下实验区的经验

提到“温州模式”在瑞安的

发源，彭克兴说最早可以追溯到

上世纪60年代。1964年5月27

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

主席的刘少奇对浙江省委《关于

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

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

作下重要批示(简称“五·二七”批

示)。此后，瑞安县塘下区被辟为

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公社干

部不脱产实验区”，全区17个公

社全面实行干部不脱产试验，并

兴办了一批社队企业。彭克兴

当时时任塘下区联社社长，是干

部不脱产试点的亲历者。

5年后，这个实验区虽然因特

殊历史原因而关停解散，却培养

锻炼了一批不脱产干部，办社队

企业的意识和经验也保留了下

来。“塘下的经验就是社会需要工

业产品，但因为各种限制，路打不

开走不出去，集体经济发展没有

一个监管和指导单位。”彭克兴

说，到1976年下半年粉碎“四人

帮”后，瑞安县根据当年塘下实验

区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县里成

立工业局，成立区级工办，对各区

工业企业进行引导。干部们纷纷

把“帽”放在办公室，人到下面领

着老百姓去办厂子。这一时期，

我市个体经济迅速在塘下、莘塍、

仙降一带勃发，只几年时间，很快

繁衍成一村一品的村块行业集聚

经济。

局限中把道路开出来

当时，瑞安经济大部分已

是个体、私营的天下，有别于外

地占主导的集体经济。“虽然跟

外地的集体经济有区别，但老

百姓要吃饭，就要把道路开出

来给他们，放手去干。”彭克兴

说，当时国家尚未颁布相关条

例和法规，他们也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给一些实在的支持。

各个区给要外出的供销员打证

明，尽量给一些方便，名义上是

松散的集体经济，实际上是个

体、私营。中小企业相继注册

为股份合作制，带上了集体经

济的“红帽子”。

有人总结，“温州模式”的政

府治理是有限有为有效，这也在

当年瑞安政府出台的政策上体

现出来。在个体私营经济萌芽

时，政府采取了不压制、不扼杀

的态度，放手让老百姓创业；而

当民营经济、乡镇工业起步后，

我市政府不为各种争论和非议

所惧，承受压力，并于1983年出

台了《关于发展乡镇工业的若干

政策规定》，鼓励乡办、村办一起

上；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之后，我市于1985年又实施“不

限制经营人员、经营范围、经营

方式、经济条件”的“四不限”措

施，能交给市场办的事尽量交给

市场办，创造了个私经济发展的

宽松环境。

全国聚焦瑞安家庭工业

政府与党群干部的鼓励态度

和角色探索，有力推了一把在商

品经济大潮中搏击的瑞安人，作

为乡镇股份合作企业的雏形——

家庭工业应运而生，并作为“温州

模式”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引发

了1986年全国上下人士来瑞“考

察热”。

“当时塘下、汀田到处都有

家庭编织机，许多人家都是‘带

儿机’的‘嚓嚓’声。”彭克兴回

忆，当时全国领导到温州考察，

塘下的家庭工业是必看内容。

1986 年 4 月，国务院副总理万

里在塘下召开了一次有“七级

书记”和专业户代表参加的座

谈会。会上，万里直夸温州个

体户们“能干”，打消了他们顾

虑，又进一步促进瑞安人在改

革开放大道上往前闯的劲头，

肯定了“温州模式”在瑞安的发

展成果。

原瑞安县县长彭克兴

“把道路开出来，放手去干”

老一代创业者温邦彦

无所畏惧，
在缝隙中闯出生路

“我在上海出差，处理‘股

信网’一些事宜。”昨天，记者

致电瑞安金融创新产业园总

经理叶小伟时，他在电话那头

说。

上海、瑞安两头跑，已成

为叶小伟的工作常态。这继

承了父辈的吃苦耐劳精神，但

他又做着与父辈完成不同的

行业——金融，特别是时下热

门的互联网金融，更是父辈们

未曾尝试的事业。

叶小伟口中的“股信网”

便是一个线上互联网股票配

资平台，是他新创立并于去年

推出的，在业内首创线上股票

配资引入资产管理机构进行

风控管理，并由专业融资性担

保公司进行第三方本息担保

的平台。经过运营，“股信网”

已于 3 月 25 日挂牌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5月在浙江股

权交易中心众筹平台“浙里

融”开放股权众筹。

不单单是“股信网”，叶小

伟还是温州首家民营金融产

业园瑞安金融创新产业园的

操盘手。如今，瑞安金融创新

产业园已成为城市金融转型

发展的“大脑”，浙股交中心瑞

安运营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瑞安企业挂牌孵化基

地”先后进驻该园，并被温州

市人民政府评为温州市第三

批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

区。

叶小伟说，无论何时，“温

州模式”都不过时。随着变

迁，他们从事的行业与父辈有

所不同了，工作方式变了，工

作环境也变了，但不变的是温

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诚

实守信的温州精神。

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周万顺”那一代的创业模式已然过去，但父

辈们的创业精神早已融入血液、渗入血脉。

有人毅然辞去高管一职，下海创业，打造了造纸控制阀第一品

牌；有人涉足互联网金融，做一番父辈们未曾尝试的事业；有人以“外

行人”身份闯荡电子商务行业……

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说，“温州模式”的最大成功，就

在于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把温州人自身变成了资源。

在“温州模式”重要发祥地的瑞安，新生代企业家发挥能动性和

创造力，以实际行动诠释温州人精神，开启“温州模式”新篇章，书写

新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崭新主题。

2003年创办的浙江力诺

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温州难得一见的“00 后拟

上市企业”，同样年轻的还有

公司董事长陈晓宇，他是一名

“75后”。

陈晓宇17岁在瑞安调节

阀厂，19岁升任厂长助理，却

在 28 岁之时辞去高管一职，

从头开始创业，与几个志同道

合的朋友创办了力诺阀门公

司。

“由于两代人的观念差

异，原有的平台限制了个人的

发展，我期待更大的发展空

间、想象空间。”陈晓宇回忆

说。

这其实是温州人骨子里

创业创新的精神体现。“‘温州

模式’的成功，既植根于大众

创业，也植根于万众创新，充

分调动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热

情，使温州发展拥有最深厚的

动力源泉。”陈晓宇说。

时移世易，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市场机会更多，而进入

新世纪后，市场竞争却更激烈

了。“企业要想生存，与以往相

比就要有所突破，要更加注重

产品质量、产品研发、品牌建

设，市场营销，系统管理。”陈

晓宇说。

从公司创办以来，陈晓

宇一直相当重视产品的研发

设计，近年来更是每年投入

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专门

针对同行解决不了的难题进

行研发。公司目前已拥有

29 项国家专利技术，并被评

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

为全国造纸控制阀第一品

牌。

经历快速发展后，力诺

2008年对战略目标做了重大

调整，将“做精、做强、做大”调

整为“做精、做强、做久”。在

陈晓宇看来员工是企业“做

久”的关键所在。

在对公司股权结构进行

调整时，“力诺”拿出 3%股份

提供给骨干员工，让近 20 名

骨干员工成为企业的新股

东。同时引进战略投资机构，

以股权换空间为企业的快速

发展注入资本资源。2014年

8 月 8 日，浙江“力诺”成为首

家登陆新三板的温州企业，成

功对接资本市场并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

陈晓宇说，虽然 30 年前

的“温州模式”，与今天相比，

或许已有所变化，但“温州模

式”永远不变的是温州人创业

创新的精神。

新生代创业者陈晓宇

辞职创业打造造纸控制阀第一品牌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

闯敢试，大胆改革创新，是温州

赢得先发性发展优势的关键。

这在艾千家居创始人、公司总

经理蔡云飞涉足电子商务上得

到了充分体现。

简约的椅子，简单的桌子，

简洁的沙发……走进艾千家居

位于瑞安日报万事好网络经济

创新产业园的线下体验馆，正

在装修，各种极简式家具被布

置得简洁大方。

“过几天，我们还要在这边

摆放几台电脑，供消费者上网

体验。”蔡云飞指着一旁说，“我

们线上有天猫旗舰店、京东旗

舰店，线下有体验馆，这样一

来，既方便消费者足不出户网

上挑选，又可以让消费者在线

下体验馆了解家具品质。”

坐在对面，蔡云飞说起

O2O侃侃而谈，可在创立艾千家

居之前，她还是个连上网聊天都

不会的“外行人”。但从商十几

年的她颇有远见，眼见身边朋友

涉足电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她意识到不做电商将被时代淘

汰。看准发展趋势，大胆尝试，

2011年，她投资200多万元，与

合伙人成立艾千家居，先后在天

猫、京东上开设旗舰店。

近年来，艾千家居线上销

售量稳步上升，但是蔡云飞觉

得家具的特殊性，光在线上销

售，消费者体验不足。于是，在

红星美凯龙家具商场落户温州

时，她决定马上进驻，实现线上

线下同步销售，今年又在家乡

设立了线下体验馆，未来还将

布局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

一二线城市。

今年，蔡云飞又紧跟趋势，

布局移动互联网，艾千家居已

进驻“有赞”微商城。“‘温州模

式’发展虽然经历了不同阶段，

具体形式或许在不断变化，但

成功的基本经验和内在精髓却

一脉相承。”蔡云飞说。

新生代创业者蔡云飞

不会网聊的“外行人”闯荡电子商务

新生代创业者叶小伟

做一番父辈未曾尝试的事业

从家家户户经商办厂，到“一乡一品”“一村一品”⋯⋯ 再研发、生产高科技新产品，涉足网络经济⋯⋯

三十年，“温州模式”见证瑞安 经济腾飞

浙江“力诺”

艾千家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