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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吉利利利”””设设设基基基地地地

“““莲莲莲花花花”””朵朵朵朵朵朵开开开
从走街串巷到造车建房，

20万在济浙商如今年年缴缴利利税税1100亿亿元元
本报见习记者 张頔

格浙商创业史

“现在的货仓面积，
比早期市场的店面都大”
济南鞋城规模17年扩了五六倍
本报见习记者 张頔

“只有鸟儿飞不过，

没有浙商走不到。”地少

人多的生存环境使浙江

人生来便有种“商行天

下”的历史基因，可以说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

浙江人，济南作为山东

省会，亦不例外。早在清

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

济浙商便出资在护城河

边修建了闽浙会馆。如

今，虽然那里已不复当

年的雕梁画栋，山东省

浙江商会也设在了珍珠

泉宾馆，但浙商在济南

闯荡留下的一串串足迹

仍清晰可见。

每周五上午是济南鞋城
进出货物的高峰时段，5月11
日，记者在济泺路东侧这个
省内最大规模的鞋业批发市
场看到，货场上停满了大小
的运货车辆，整箱整箱的货
物正通过货运电梯存入仓
库。

“现在光是货仓的面积，
恐怕都要大过早期市场的店
铺面积了。”作为济南鞋业市
场最早的创建者之一，济南
鞋业市场管委会主任季瑞彩
见证了这个市场由小到大的
发展，这个过程中也充满了
浙江人的身影。

季瑞彩是浙江温州人，
辞去公职后先是去了河南经
营鞋业批发市场，很快在郑
州做出了规模。“作为省会城
市，鞋业市场当时在济南还
是个空白。”1995年来济南考
察之后，季瑞彩决定来这里
发展。在泺口附近，他选了一
家破旧的布匹市场作为经营
场地，面积只有4000平米。虽
然城市环境没有想象的理
想，但招商过程却极为顺利。
之前山东的鞋商要想进货，
往往要去郑州、武汉的鞋业
批发市场。济南鞋业市场开
建招商的广告打出去没几天，
200多个客户就将市场的铺面
预订一空。其中绝大多数的客
商来自浙江，更有不少是季瑞
彩从温州引来的老乡。

当时济南的商业氛围并
不浓厚，经商环境时好时坏，
市场附近的一些无业人员有
时会结伙到鞋业市场闹事，

严重的一次还劫走了一家客
商，差一点引发群殴。面对一
点就着的场面，季瑞彩将情
况告知了当地政府，公安部
门马上进行现场办公，平息
了这场风波。“浙商在外闯
荡，讲究和气生财，和当地人
处久了，我们也渐渐融入济
南了。”曾担任过天桥区人大
代表的季瑞彩说。

“老乡之间比较信任，这
也是商会发展的一个前提。”
季瑞彩是山东省浙江商会的
副会长，但在2003年商会成
立之前，他作为鞋业市场的
管理者，已经帮了不少来济
经商的同乡。“有的暂时出现
资金缺口，就会找我拆借一
下。”季瑞彩说，来这里经商
的浙江人大多是白手起家，
所以鞋城除了提供经营场地

之外，对于同乡在生活上遇
到的困难，他也是能帮就帮。

在济南生活了17年之后，
季瑞彩一家人早已在天桥区
落户，对他来说，在济南住得
久了，竟有些不太适应故乡的
生活了。“冬天回家过年，因为
南方没有集中供暖，屋里冷得
反而想早早回济南。”

现在的济南鞋城比过去
扩大了五六倍的规模，吸引
了500个品牌的山东总代理，
每年销售额近两亿元。1995
年的首批客商有的已经发展
得很好了，从当初十几平方
米的铺面做到了现在一年三
四千万元的销售额。“规模扩
大之后，他们就搬出鞋城自
立门店了，不过他们还时常
提到创业初期在鞋城获得的
支持。”季瑞彩说。

近年来，一个个商会的蓬勃兴起，正悄然改变着济南这座省会城市的经济版图。如果按地域划分，目前省城的外地商会会已达20家，其

会员及家属近50余万人，投资兴办各类企业和经济实体万余家，提供近60万个工作岗位。

历历史史上上，，以以乡乡土土亲亲缘缘为为纽纽带带，，以以商商会会为为文文化化载载体体，，以以会会馆馆为为标标志志建建筑筑，，中中国国明明清清两两代代曾曾形形成成了了徽徽、、晋晋、、鲁鲁、、闽闽、、粤粤等等十十大大商商帮帮。。而而在在泉泉城城

济济南南的的省省府府前前街街上上，，多多年年前前就就曾曾有有一一座座规规模模恢恢弘弘的的山山陕陕会会馆馆。。本本报报今今起起推推出出““新新商商帮帮——异异地地商商会会济济南南兴兴业业地地图图””系系列列报报道道，，旨旨在在追追踪踪

这这些些商商业业新新力力量量的的成成长长之之路路，，揭揭示示推推动动济济南南经经济济发发展展背背后后的的生生力力军军，，把把握握财财富富轮轮动动之之秘秘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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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浙江商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叶蕲萩。 张頔 摄

济南浙商大厦规划图。
张頔 摄

“50万浙商在山东打拼，
其中光济南就有近20万。”山
东省浙江商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叶蕲萩说，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人踏着前辈的足迹再次
走上了遍及全国的经商之路，
经过30多年的闯荡，有研究者
总结出了浙商“两板、四千精
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
地板；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

语，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
计。”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济
南街头便可以见到操着南方
口音的浙江人，除了一些村
镇企业的推销员之外，浙商
在外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
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
走 街 串 巷 等 。凭 借 敢 闯 敢
拼、吃苦耐劳的精神，浙商

很快在多个行业里站稳了脚
跟。

上世纪90年代，浙商开始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靠着挣
来的第一桶金，浙商在济南市
的商贸流通领域占了很大的
份额，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
品等行业开始投资。

2000年以后，许多业已完
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浙商，转而

“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政
府开始重视招商引资，许多浙
商得以在这一阶段，成为足以
称霸一方的商业大鳄。山东省
浙江商会在2003年应运而生，
如今在省内的投资总额已有
3800多亿元。

2009年7月，第一辆青年
莲花L3在济南下线，来自浙
江的青年汽车实现了济南造

小汽车的梦想，按照生产计
划，2012年将有3 . 5万到5万辆
L3从这里出厂。同样是2009
年，浙江吉利汽车旗下的中高
级轿车——— 帝豪EC8系也在
济南上市，吉利投资42亿建设
了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的济南基地，这一项目在吉利
所有的生产基地中，都是规模
最大、硬件设施水平最高的。

到 2 0 1 1年该基地生产轿车
1 . 76万辆，实现销售收入15 . 2
亿元。除了汽车制造业之外，
现代联合集团、外海集团也成
了济南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企
业。

2011年，浙江商会在济南
的会员企业销售值达到130亿
元，年缴税额10亿元，提供了
10万个劳动就业岗位。

50万浙商在山东打拼，光济南就有近20万

“省会城市的发展要结
合自己的优势。”叶蕲萩说，
对于济南市区而言，并不适
合 建 设 大 型 工 业 项 目 ，人
才、资本、科技三个平台的
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出省会城
市的优势。

叶蕲萩说，济南的东部
和西部都有多所大学集中
地，可以说每年都有大量的
人才供给。但真正的高端人
才却没有留在济南，而是去
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
者国外。没有好的科研机构

和创业基地，用什么留住人
才？

除浙江商会秘书长之
外 ，叶 蕲 萩 还 有 一 个 身
份——— 浙江大学山东技术转
移中心主任。“可以说浙大
的 科 技 推 动 了 浙 江 的 经

济。”叶蕲萩说，山东高校服
务市场的意识还不够强。他
规划在济南建一个高校科技
园，引进教授和科研项目，
与企业结合加快科研产业化
的提升速度。

企业家队伍的培养也是

人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叶蕲萩还引进了浙江大学民
营经济文化教育，把根植于
浙江大地指导民营经济发展
的先进理论带来了山东，组
织了多次中小企业管理者的
培训活动。

“济南在经济观念上的转
变，很大程度上都是外商推动
的。”叶蕲萩认为异地商会的
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不同的
理念融入济南，南方省份经过
探索得出的一些成功理念，济
南可以直接借鉴运用。

异地商会带来不同理念，济南可直接借鉴运用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全
省的总部经济应该汇总到这
里。”叶蕲萩说，济南在总部经
济的规划上应该有自己的作
为。对于山东的50万浙商而
言，建设一个总部经济基地也

显得很有必要。
建设总部经济首先要有

吸引企业的资源，济南在政
治、交通、金融、人才教育等方
面在山东都是首屈一指的，所
以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

成总部集聚效应是很有前景
的。浙江商会也是看中了这一
点，由会长单位投资建设的浙
商大厦预计不久便能启用，这
座落户在济南西部新城的大
厦不仅是浙商和各地市政府

交流的平台，也是山东招商引
资和展示的平台。

“总部经济也需要政策扶
持。”叶蕲萩说，总部经济不是
盖几栋大楼就万事大吉了，资
本往往是目前最制约企业发

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因为各家
银行都有自己的政策，所以贷
款难、融资难不能只靠银行的
力量来缓解。

济南作为山东的金融中
心，虽然政府无法插手银行的

正常业务，但可以考虑把中间
的金融服务适当放开，像小额
贷款、村镇银行都可以推广，
典当、基金、信托、风投这些金
融模式都可以尝试，用金融带
动产业发展。

建设总部经济，并不是盖几栋大楼就完事了

问题1：当初是什么吸引您来济南创业？
答：我对山东省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而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来山东投资首先就想到

了济南。

问题2：在这里创业若干年后，对这座城市的发展，您有何新感受？
答：对于人才和企业的发展，还需要更好的平台。

问题3：当初企业投资发展，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答：遇到过企业审批手续繁琐的问题，不过现在行政审批中心的效率正逐步提高。

问题4：比照您家乡的经济发展，济南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答：我的家乡是浙江省台州市，当地政府很重视企业家的意见，服务意识比较强。我

的企业虽然在山东，但每年过年回家，当地政府还是会召集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商人座
谈聚餐。济南政府也应该多听听企业家的声音。

问题5：对于还处在创业起步阶段的同乡，商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答：我们规划建设的浙商产业园，在技术转化上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平台。

问题6：作为异地商会，对济南政府招商引资有什么建议？
答：在吸引大项目的同时，也要倾听中小企业的发展诉求。

问问题题77：：对对于于来来济济南南投投资资的的企企业业，，特特别别是是中中小小企企业业，，我我们们的的政政府府还还需需做做哪哪些些工工作作？？
答答：：解解决决多多头头管管理理的的问问题题，，简简化化审审批批手手续续，，提提高高行行政政效效能能。。

本本报报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张张頔頔

应解决对企业多头管理的问题
答题人：山东省浙江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蕲萩

这两年济南外来投资企业日益增多，作为服务招商引资、扩大

对外开放、宣传推介济南的平台，各家驻济异地商会都发挥着不容

忽视的作用。如何看待济南当前及未来的发展？对济南发展实体经

济、建设美丽泉城、优化发展环境、创新社会管理有何建议？围绕着

这些发展重点，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本报设计了一份简单的“兴

业泉城同题问卷”，邀请各家驻济异地商会作答。

▲济南鞋业市场管委会主任季瑞彩。 张頔 摄

▲济南鞋城是省内最大的鞋业批发市场。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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