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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1996 年和 2000 年，分别代表

着马屿鞋业起步、顶峰和全军覆没三个时间

点。若用曲线表示，就是一路攀升至顶点，

然后下滑到底。马屿制鞋人与笔者畅聊当

年，唏嘘不已。

“办企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勇立时代

潮头，不断推出质优品精的产品，才能保证

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胡启多从事制鞋业 30

多年，从15岁开始做鞋，把多尔康鞋业规模

做到了温州市第四（前三为康奈、奥康和红

蜻蜓），多尔康鞋品牌扬名浙江，最后也倒在

了新世纪的门槛前。他检讨自己缺乏忧患

意识。他谈到，做鞋的工序不复杂，从一张

牛皮到一双皮鞋，就裁料、做帮、针车、成型、

复底、整理和打包送出 7 道工序，即使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跟着师傅学习两月，也可以

把鞋做得八九不离十。但要做出顾客喜欢、

市场好卖的鞋子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用

户对鞋的款式喜好永远在变，对鞋的工艺技

术要求永无止境。企业管理者没有忧患意

识，产品不求新求变，不求优求精，企业肯定

走不远。

陈松贤也说到，改革开放初期，鞋业市

场还是一片空白，谁敢冒险就有机会，谁能

动脑即可致富，谁肯勤奋就会成功。马屿人

抢先一步办了鞋企，赢在了起跑线上，带来

了鞋业16年的辉煌。在大批实力雄厚鞋企

进入市场、运动鞋兴起的情况下，马屿鞋企

不求做得最好，而是沉醉于过往的辉煌，安

于现状，淘汰落败在所难免。

“依法经营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

证。”高仁好对此有深刻的感悟。他多次提

到，依法包括学法、懂法和守法。马屿个别鞋

企老板认为，不偷不抢就是守法，不学法、不

懂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生产组织怎么

方便怎么来，产品销售能蒙就蒙，做事情自己

认为可以的，就一根筋干到底。鞋抛光环节

尘土飞扬，工人的脸黑得像包公也不问不管；

有些税费能不交就不交；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违规违章现象寻常可见。1988年至1992年

4年间，先后有15家企业被政府部门处以停

业整顿和罚款。有停业整顿 3 个月的，也有

罚款100万元的。这不仅使企业在经济上受

到了巨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声誉。个

别企业从此一蹶不振，黯淡关闭。

“从业人员素质良好，才能促进企业健

康成长。”胡爱媚、池仁双在采访中多次提

到，马屿鞋企从业人员，都是亲戚带亲戚，朋

友带朋友，老板只盯产量，不关心员工素

质。一些人看到其他厂生产形势好，产品卖

得快，工资高，福

利 好 ，就 眼 红 嫉

妒，使坏捣乱。经

常捏造事实匿名

向行政机关举报，

无中生有在社会

散布谣言，诋毁企

业声誉。这些行

为，不仅严重影响

了企业生产，也影

响了马屿鞋企的

声誉，败坏了社会

风气，事后回想，

让人十分痛心。

马 屿 鞋 业 的

兴衰史提醒着我

们，在快速变化的

市场环境中，唯有

不断创新、依法经

营、重视人才培养

与团队建设，方能

抵御风雨，稳健前

行。马屿鞋业的

故事，虽然已经成

为了过去，但

它 留 给 我 们

的，是对未来

的无限思考与

启示。

说起马屿鞋业，许多人都给出一

个相同的说法——发端于马屿制鞋五

厂，它就是马屿鞋业的“黄埔军校”！

1954 年，温州市区人陈志义，在

鹿城区府前街开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

的“美新鞋业”作坊，从事皮鞋制作和

销售。这年秋天，有朋友建议他去马

屿发展，理由是马屿皮鞋业还是个空

白。于是，他举家到马屿老街文昌街

扎下了根，并很快与本地人陈生旺、高

宗尧、徐作象、池仁礼、陈如累、徐学

林、张祥姆等七人一起，成立了公私合

营性质的制鞋工坊，取名“马屿制鞋

厂”。不久，当时的马屿区工业办公室

要求该厂与性质同类的“马屿服装厂”

合并，成立“马屿皮服厂”。

鞋子与服装毕竟差别较大，企业

虽然合并了，活还是各干各的。时间

一长，两拨人矛盾日多，互不买账，形

同水火。1962 年，做皮鞋的这部分人

从皮服厂分出来，另外成立“马屿制鞋

五厂”。事隔六十多年，相关档案没这

方面的记录，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当时

马屿做皮鞋的仅此一家，为何厂名会

带入一个“五”字？大家记得的，是新

鞋厂从皮服厂的江心路“三间房”搬到

了太和路19号。

胡启多今年 61 岁，他 1975 年 12

月到马屿制鞋五厂上班，1981 年第一

个跳槽，后来成为中国多尔康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他在家中接待了笔者。

谈到马屿制鞋五厂的情况时，他回忆

道：“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厂里的生产与

销售都是按计划进行的。瑞安二轻公

司给厂里下达年度生产指标，成品全部

上交二轻公司，生产原料由公司组织落

实。给厂里供皮料的大户是河南省皮

革厂，一年内可分两次到郑州拿货。进

货与出货，厂里两头不操心！”

“当时厂里有 84 个人，除三个厂

领导外，每人每天做两双鞋。大家剪

剪裁裁，敲敲打打，全厂年产达 5 万双

皮鞋。亲戚朋友要买鞋，还得找二轻

公司领导给批条。男皮鞋每双 19.8

元，女皮鞋每双13元。1976年普工月

薪 56 元，10 名制鞋技师月薪 90 元，每

月分两次发放，每人月工休两天。这

个待遇，是瑞安二轻公司在马屿片区3

个企业（另两个为马屿机械三厂、马屿

玻璃纤维厂）中最好的。”胡启多说道。

1979 年，国家废除了计划经济，

马屿制鞋五厂开始自己找生产原料，

自己销售皮鞋。

由于马屿地处僻远，信息闭塞，生

产出来的皮鞋款式落后，市场销售困

难。1980 年开始难以为继，只好采用

承包制。第一个跳出来承包的是副厂

长，虽然想了一些办法，但无济于事。

接着，又有两个人先后承包，同样回天

乏术。1981年11月开始，职工陆续离

厂自办鞋企，或到工友鞋企打工，到

1984年9月，马屿制鞋五厂人走厂空，

名存实亡。

“马屿制鞋五厂是马屿鞋业的‘黄

埔军校’”一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因为

此后在马屿相继创办的 17 家鞋厂，老

板和主要技术骨干全部来自马屿制鞋

五厂。

今年 72 岁的陈松贤，曾经是马屿

制鞋五厂老职工，他笑眯眯地说起当

年情形：“我记得第一个离职的职工是

胡启多。他是 1981 年 10 月放弃工人

身份，带着 7 个工友，在马屿老街文昌

中街 91 号自家住房的一楼办起‘君得

利鞋厂’。”据他描述，那厂实际上是制

鞋工坊，4 个大工作台，6 张制鞋专用

长凳，屋内生产，屋外摆摊售卖，鞋没

有牌子，马屿人戏称“白卵鞋”。每人

每天生产 3 双皮鞋，月工资 90 元。鞋

价不变，还是男鞋每双19.8元，女鞋每

双13元。

由于“君得利”皮鞋款式新颖时

髦，工艺不错，鞋子供不应求。1982

年底，胡启多租下马屿供销社空闲的

批发部房子，场地面积 600 平方米，简

单地隔成两片，一片是一条生产流水

线，一片是人工制鞋工作台。机器生

产与人工制鞋齐头并进，生产线生产

大众皮鞋，手工制作精致高档皮鞋，工

人达到 350 人。胡启多由此掘到了人

生第一桶金，并于 1991 年 10 月成立

中国多尔康集团。

坊间有人讲俏皮话，说马屿人“勤

劳勇敢，善于模仿”。事实也确实如

此。看到胡启多轻松办厂，潇洒挣钱，

很多人眼红手痒，都想一试身手。

胡爱媚，1959 年出生，马屿制鞋

五厂职工，做鞋卖鞋都干过，她告诉笔

者：“首先心动并行动的是五厂采购员

阮永潘。1982 年 9 月，他借了 4 万块

钱，拉走 5 个工友，办起了‘圣树鞋

厂’，一年后，企业工人达230名。”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政策的

出台。1983 年初，国家进一步放宽了

对企业的管控，马屿制鞋五厂推出新

政策，工人出来办新鞋厂或鞋工坊，

对外可以挂制鞋五厂牌子，便于新厂

与外地客商接洽业务、开具发票。因

为那个时候，外地企业或经营单位只

接受国营和乡镇集体企业，不与私营

企业往来。凡挂五厂牌子的新鞋厂，

每年给五厂上交总产值的 1%管理费

用。这个政策解决了办厂申报审批

流程复杂及私企无法

与外单位业务往来的

问题。

“ 职 工 吴 汝 高 ，筹

钱、租房、招人，一气呵

成，也办起了鞋厂，开

始 26 名工人，1 年后增

至 123 人；老职工陈显

斌，利用自家住房，买

了制鞋材料，紧随其后

办 了 鞋 厂 ，开 始 时 63

名工人，不久就变成了

230 多人；陈松贤、陈国

法两位工友合伙，在马

屿老街租房，也办了一

个鞋厂，开始规模小，工

人 26 名，一年后扩大到

260名⋯⋯不胜枚举。”

胡爱媚说。

据悉，马屿制鞋五厂 84 名

职工，不是自己办厂，就是去

了工友办的鞋厂。马屿人用

两句俏皮话形象地说这种现

象：“散了一班老工人，办起了

一批新鞋厂”“在老厂不出力，

为己干拼命席（马屿话，意为

跑得快）”。到 1985 年底，马屿

鞋 企 达 到 17 家 ，从 业 人 员

2300 人，年产皮鞋 360 万双，

产值6000万元。

马屿鞋业从1984年起步，至2000年全

军覆没，历时16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是“白卵鞋”阶段，时间为 1984 年

至1989年。

蔡其贤，今年 72 岁，一辈子以制鞋和修

鞋为业，至今仍在马屿镇马岩菜市场门口摆

摊修鞋。他在电话里告诉笔者：“鞋市场刚

起步那阵子，鞋品短缺得厉害，鞋子很好卖，

没牌子也没有关系，照样有人抢，有多少卖

多少。原料都是从温州鹿城三板桥、瓯海瞿

溪和瑞安平阳坑进的，方便快捷。成品鞋从

瑞安转运至东北沈阳南塔、西北西安康复路

和中南武汉大兴路等大的鞋业批发市场，再

分销全国各地。”

这个阶段是马屿鞋业的高光时期，每天

大批鞋品运出去，成捆的钞票拿回来。鞋老

板穿西装，夹皮包，走路轻飘飘，鞋厂工人腰

包鼓得快，吃饭都敢点好菜。1989 年底，鞋

业从业人员达到3700人，年产鞋720万双，

年值达1.3亿元。

第二是“贴牌鞋”阶段，时间为 1990 年

至1996年。

“白卵鞋”，说白了就是“三无鞋”（无品

牌、无厂名、无出厂日期）。守信用、讲质量

的企业，做出来的皮鞋没有问题，而少量不

良鞋企就利用“白卵鞋”浑水摸鱼，钻空子，

生产了一些劣质鞋。1987 年 8 月 8 日杭州

武林门一把火，烧掉了一批“晨昏鞋”“过街

鞋”“礼拜鞋”，就是一些不法鞋企为谋取不

义之财种下的恶果。“白卵鞋”没人要了，马

屿鞋企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大家思虑再

三，想到了“贴牌”这一招。上海皮鞋牌子

硬，信誉好，市场很畅销。1990 年初，马屿

鞋企纷纷与上海鞋厂签订贴牌协议。贴牌

费为 250 人以上的企业，每年交 10 万元，

250 人以下的，交 5 万元至 9 万元不等。合

同要求贴牌厂家必须保证质量，如有问题

要承担赔偿责任。胡启多透露：“我们是同

上海金鸡皮鞋厂谈的，用他们厂的‘大同’

皮鞋牌子贴牌生产，每年付费 10 万元。鞋

价与同牌的‘大同鞋’一致，产量和销售自

主。”

贴牌生产帮助马屿鞋企渡过了难关，保

持了发展势头。马屿鞋业成为与鹿城仰义、

永嘉瓯北旗鼓相当的温州地区三大鞋业生

产基地之一。

第三是走下坡路和全军覆没阶段，时间

为1996年至2000年。

1996 年开始，鞋市行情出现重大变

化。一方面，广东广州、福建晋江、重庆璧山

三地鞋业强势崛起，相继杀入市场，温州鹿

城和永嘉鞋企创牌成功，马屿鞋企发展空间

被挤压；另一方面，运动鞋受大众喜欢，皮鞋

需求量急剧下降，马屿鞋企雪上加霜。

今年 72 岁的高仁好告诉笔者：“那个阶

段，鞋厂老板压力山大，多尔康、圣树前期积

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各有 1 万多平方米新

厂房和多条进口生产线保障，尚能正常生

产。其他 15 个厂，有 3 家在 1996 年秋天倒

闭，另外 12 家鞋品销售不畅，经营业绩下

滑。1997年12月，又有5家鞋厂难以为继，

倒了下去。另外 7 家苦苦支撑到 1998 年下

半年，也关门歇业。2000 年，多尔康、圣树

两家上了规模的鞋企也难以抵挡汹涌浪潮

的冲击，无奈倒下。”至此，马屿皮鞋制造业

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马屿鞋业“黄埔军校”：马屿制鞋五厂

散了一班老工人，办起一批新鞋厂

马屿制鞋人的三点切身感悟

从起步到覆没，发展轨迹形同过山车

马屿鞋业

16年兴衰记

■

虞秋生

17家鞋厂机器轰鸣声与小铁锤敲打声交织在一起，3700名鞋业工人挥汗忙碌，一双

双皮鞋从生产线、手工工作台装入麻袋中，一辆辆满载着皮鞋的耕耘机（拖拉机）经 56 省

道奔赴瑞安东门汽车站，一艘艘塞满皮鞋的机帆船，从马屿岩头起航驶向瑞安南门码头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们看到的马屿皮鞋生产实景图。

小小的马屿，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藩篱中挣脱出来的地方，为何皮鞋制造业会异军突

起，在短时间内，年产量冲至720万双，产值达到1.3亿元，成为马屿经济四个特色产业（一

副眼镜、一只蛋糕箱、一双皮鞋、一床棉被）之一？1984年起步的鞋业，快速崛起于云江南

岸，后急转而下，2000年全军覆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

近日，笔者在马屿采访当年的制鞋人，听他们讲述已经远去的故事，那些汗水浸润的

欢笑与满怀希望的拼搏，以及隐藏在成功背后的挫折，一一解开心中的迷雾。

“多尔康”当年开出的专卖店

马屿皮服厂旧址

胡启多办的“君得利鞋厂”旧址，原马屿供销社批发部房子

位于马屿下宫的“多尔康”1 万多平方米厂房，现为家

居市场

当年马屿鞋厂生产的贴牌鞋中的一部分

扫一扫，看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