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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華商在全球崛起，他們爲其居住地和世界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

令世人注目，華人也因此得到了“天生的企業家＂的美譽。但是使人感到遺憾的是，在 20 世

紀後半期長達幾十年的時間裏，中國大陸經濟建設雖然不能說沒有建樹，但是這多半出於政

府行爲，企業界並沒有多少生氣。於是，就出現了“華人是天生的企業家，但大陸華人除外＂

的悖論。按理，天下華人擁有共同的歷史傳統和生存習性，早在 20 世紀上半期，中國大陸就

曾經湧現出一大批具有現代意識的民族工商業者，正是他們造就了昔日上海的商業繁華，在

一定程度上也促成了香港的崛起，使它們成爲世界經濟的耀眼明珠。同是大陸華人何以會有

如此不同的表現呢？  

2、大陸工商界企業家精神的萎頓，根源在於 20 世紀 50 年代中期經濟環境的變化。1955 至

56 年間建立起來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排除了自主企業存在和企業家獨立運作的可能性。碩

果僅存的國營工商業單位也從一開始就是行政機關的附屬物，而不再具有企業性質。沒有了

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企業家賴以安身立命和企業家精神所賴以生存的根基自然也就消失了。

所以，從 20 世紀 50 年代中期到 70 年代末期的 20 餘年中，大陸地區幾乎無企業家可言。 

3、現在值得向諸位報告的是，經過 20 多年的改革開放，大陸地區的企業家群體正在蓬蓬勃

勃地生長，他們的企業家精神正在重現輝煌。  

• 大陸的企業家群體，首先是從農村中産生的。80 年代初期的農村承包制改革，使農民

成爲自己家庭農場的主人。在這個基礎上，鄉鎮工商企業發展起來了，湧現了一批農

民企業家。  
• 80 年代初期，雇用不超過 2 個幫手 5 個徒弟的“城鎮個體經濟＂變得合法化，於是出

現了一些城鎮的手工業戶，以及從事零售業和長途販運的商販。  
• 80 年代中期，雖然仍然存在市場准入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個體業主雇傭人數超過 8

人不再被視爲非法，這就爲私營企業的發展給出了更大的空間。  
• 由於國有企業改革的進度比較緩慢，職業經理人和真正企業家在大企業中産生就更晚

一些。  

在直到 90 年代中期的這一段時間，一方面企業家開始出現，另一方面他們的成長環境並不十

分良好，因此大陸企業家群體成長得並不快。由於行政力量對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有的企

業家就按照中國舊時商業文化中素有的官商勾結的傳統，靠結交官府、玩弄錢權交易的把戲

發財。當 90 年代末市場逐步走向規範，肅貪力度加大時，這種暴發戶式的“企業家＂就紛紛

走向沒落。  

4、從政策層面上看，重大的突破發生在 1997 年。  

• 這一年的中共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公有制經濟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



展＂確定爲基本的經濟制度，同時用“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

部分＂的新界定，取代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的舊提法，使中

國民營經濟進入了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 1997 年以後在全國展開的“放開搞活國有中小型企業＂的活動，使全國幾十萬家國有

“企業＂和縣、鄉、鎮政府所屬工商業單位通過改組、出售方式轉變成爲真正的企業，

從中湧現出大批優秀的企業家。  
• 1998 年以後，爲抗擊東亞金融危機的不利影響和爲每年數百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創造

足夠的新工作崗位，中國政府陸續採取了一系列措施來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啓

動民間投資，活躍民間經濟。  
• 從 1999 年開始加快了國有大型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和建立現代公司制度的改革。這也

爲現代企業家從由國企改制而成的工商業公司中脫穎而出創造了條件。  

所有這些，都使現代企業家成批湧現。  

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年出現了一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已經形成，工商企

業家大量湧現的大片地區，例如浙江、江蘇、廣東等省。那裏的 GDP 增長率超過了兩位數，

而且社會投資強勁回升，國際貿易空前活躍，就業狀況良好，它們不但在過去兩年的經濟走

勢轉機中起了帶頭作用，而且成爲在最近全球經濟放慢中支援大陸經濟一枝獨秀的中流砥柱。

• 浙江的民營經濟在 1999 年全省工業和商業中的比重分別達到 45.1％和 56.1％。2000
年該省的 GDP 比上年增長 11％，固定資産投資增長 18.5％，出口總額增長 51.1％。

2001 年上半年仍舊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GDP 比上年同期增長 10.5％，固定資産投資

增長 22.5％，出口總額增長 21.8％。浙江省上半年實現外貿順差 60.16 億美元，占全

國外貿順差 81.4 億美元的 74％。  
• 江蘇在鄉鎮企業所有制重組後，生産回升，投資活躍，重新表現出方興未艾的活力。

2000 年，江蘇省的 GDP 比上年增長 10.6％，固定資産投資增長 9.2％，出口總額增長

40.7％。2001 年上半年該省的 GDP 比 2000 年同期增長 10.4％，固定資産投資增長 15.7
％，出口總額增長 18.4％。  

• 廣東省是最早實行全面對外開放的省份，目前廣東省的出口總額約占全國出口總額的

三分之一。2000 年，廣東省的 GDP 比上年增長 10.5％，固定資産投資增長 7.9％，出

口總額增長 18.3％。2001 年上半年該省的 GDP 比 2000 年同期增長 10％，固定資産投

資增長 13.6％，出口總額增長 0.6％。  

6、先進地區的企業界正在努力提高業者的個人素質和企業的核心競爭能力。除了經營好原有

的業務外，還力求使自己的業務向縱深發展。  

• 在國內工商業的強有力支援下走向世界。浙江商人早就把他們遍佈浙江城鄉的中小企

業“移植＂到世界各地，在異國他鄉紮下根來，開拓自己的事業。現在正在積極努力

爭取更上一層樓，把自己做強做大，創出自己的世界名牌。同時，象山東海爾這樣的

國內名牌企業也積極地開拓海外業務，它們成功地在海外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  
• 在高新技術産業發展中顯身手。無論是北京的中關村、杭州的“天堂矽谷＂，還是深



圳的 IT 産業，都在明確政府和企業的定位的基礎上，實行以企業爲主體發展高新技術

産業。這一方針的落實，使這些地方的面貌一新。  
• 積極參與西部大開發。一些沿海地區的企業家到西部地區投資與辦企業，把企業家的

示範作用帶到了西部，也催生了西部本地的企業家群體的成長。  
• 投資農業，改造農業。現在有些地區的城市企業家開始用他們在工商業中積累起來的

資金和技術到農村投資興辦自己的農場，從事高附加值農產品的生産。由這裏有可能

探索出中國農業實現産業化和現代化的一條路徑。  

7、雖然大陸企業家在過去二十年中已經取得了不小的進步，但畢竟資歷淺薄，實力不足，與

同胞前輩相比，還只是世界華商群體中的後生小輩。目前大陸各地區之間企業和企業家成長

狀況差別很大，大多數內地地區不但工商企業和企業家的數量少，而且素質上存在不少的問

題。即使先進地區，世界級的企業家也還是鳳毛麟角，在改善企業的經營管理、提升企業的

核心競爭能力等諸多方面都還有待努力。但是，大陸的企業家決心振奮精神，努力提高自己，

追隨海外華商同仁之後，馳騁商海，爭取爲華商增添新的光彩。  

願世界華商攜起手來，爲全球經濟繁榮作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