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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借温州，问中国
文/石念军

巧合的开播时间，显赫的热播平
台，久违的创业精神。

仿佛一切尽在情理之中，当电视剧
《温州一家人》在11月10日登陆央视一
套晚间黄金档，很多已经疏于电视的温
州商人重新坐回荧屏前。

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曾经书写了
商帮传奇的温州人，渴望在一段焦灼的
光阴里再塑创业先知的商魂。

自去年9月肇始，以“跑路”为表象
的高利贷风波，揭开了温商十年迷失的
真相，也让素为商界钦敬的“温州模式”

蒙上尘埃。以呼唤创业精神为主旨的电
视剧，既直指泥淖深处温商们的心理亏
空，又喻示了改革时刻的迫在眉睫。

温州今年上半年审理了10269宗经
济纠纷案，是去年全年的近两倍。这些
案子大多与无力还贷有关。截至今年8

月底，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升至
3%，是十年来的最高点，而一年前这一
数字仅为0 . 4%。

余波未了之际，又逢“十八大”的胜
利召开和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方案细
则的出炉，习惯对政治敏感的温州商人

们就像揣测政府的救市之举一样，与我
们分享剧情之外或有或无的寓意：“借
温州，问中国。”

诚然，“温州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
简单的地理经济名词，作为中国经济风
云变幻的真实缩影，其坐标意义远胜经
济价值。尤其是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
元之后，“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中国
经济必须直面的一大挑战。过去支持高
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包括劳动力的
无限供给、低成本的优势以及出口的快
速扩张，已经开始萎缩，并最终导致

GDP增速放缓。“温州模式”的走向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探路。

温州人笃定《温州一家人》在十八大
召开期间热播意义特殊，在温州市社科联
副主席洪振宁看来，这传递了一种期待：

“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里，温州的先行先
试走在了全国前列。现在，国家要深化改
革，推进科学发展，外界对温州能否继续
走在全国的前列有着更多的期待。”

显然，在一个潮流涌动的社会氛围
中，只有时刻保持一己的清醒、独立与
健康，才有可能收获真实的增长。

被借贷毁坏的发展之源

年关迫近，对于温州的一些
民营企业主而言，这是真实的关
隘。

与干燥的北方不同，冬雨中
的温州，清冷刺骨。在温州学院大
厦20楼的办公室里，温州方兴担
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顺手
拿起一份当地新近出版的报纸，
往密密麻麻的分类信息栏目里信
手一指，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则则
的法院公告，“本院受理xxx诉你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
或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依
据 … …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x x 判 决
书。”———“这就是跑了的。”方说。

在方培林这一代温商的经验
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发生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抬会”风
波，曾在短短3个月内，便留下了
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
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的
惨痛教训。那同样是一次由民间
借贷引发的金融危机。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发静熟识的一位企业主，
无力偿还3000万元的抵押贷款
后，抛下工厂远走深圳。眼瞅着曾
获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一夕不保，
便只能出走他乡图谋出路，这位
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领军人物自责
对利息差额的“贪婪”。

这是真正的自责。黄并不隐
瞒，自己从事打火机制造业22年，
靠着一个又一个的打火机赚下的
钱，迄今已有数千万元卷入此番
民间借贷危机追讨无门。

以信贷“互保”为基础的利益
共赢模式，曾经赋予了温州民营
经济开疆拓土的所需资本，而一
旦突破了产业利润支撑的底线，

“一荣俱荣”便意味着“一损俱损”
的可能。

“很多企业其实运营良好，但
就是因为‘互保’单位要求解除担
保或银行‘抽贷’而导致资金链断
裂，最终倒闭。”伤及无辜的局部
借贷危机，导致经济生态急剧恶
化——— 恶性循环的开始已经呈现
出“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残酷。

改革的胆识

“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只是压
垮中小企业主的‘最后一根稻
草’。”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说，事实上，各种沉重负担
早已让企业“体力不支”，民间借
贷乱象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实业
不兴、中小民营企业盈利的艰难。

“为什么温州出了那么多企
业家，方培林始终没能成为金融
家？”采访期间，巧遇“温州模式”
崛起的基层改革推进者黄德余从
现居的上海回温州小住。1984年，
他履新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钱
库镇党委书记时，支持开办“方兴
钱庄”。但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家“私人钱庄”，仅仅挂牌营业

一天便被要求摘掉牌匾。
“上面有压力，我可以顶住，

但是你的钱庄开起来，一定要保
证做好，不要出乱子。”方培林至
今记得黄德余当时对他说的话。

“想当年，没有国家政策，地
方干部揣着乌纱帽帮我们做事。
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胆子越
来越小——— 中央有热情，到了地
方，往往求稳有余、创新不足。”心
怀“金融梦”却始终不得的方培
林，以此阐释政治环境的不同。退
休前曾任温州市委常委的黄德余
则笑言，镇委书记一职足足干了6
年，“当时没人敢用”。

在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
宁看来，“温州模式”30余年前的
兴起，正是源于基层改革带来的

“制度利差”。中国企业家联合会
研究员冯立果也认同，“温州模
式”的明星式成长之路，固然与温
州人的实干、冒险精神有关，但更
关键的是，“当其他地方尚且处于
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状态时，相对
宽松的小气候让他们抢得先机，
率先完成了产业布局。”

跟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一
样，温商的起伏与政治环境的变
化密切关联：当经济社会格局未
定，“先行先试”让他们获得了先
发优势；当“制度利差”消失，缺少
了起跑线上的优势，适应新的博
弈规则与生存环境便迫在眉睫。
对“政策红利”的高度依赖以及由
此而生的惰性实际上是他们共同
的真实宿命。

在逐利中错过转型

新世纪初期的“全球化”浪潮

中，以“小商品、大市场”为标志的
温州轻工产业集群，在“世界工
厂”的产业布局抢得先机，并通过
60万海外温州人建起的商业通道
占领欧美等重点海外市场。

“温州模式”在2003年呈现拐
点，洪振宁介绍，当年，温州GDP增
速首次放缓，落后于省内兄弟地市。
冯立果则观察到，温州产业集群的
规模效应此时已经趋于峰值。

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高
新创新型产业转变，彼时在温州
已被提上日程。与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督促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
态势相比，温州领先全国而迈进
转型升级的窗口期。时至今日，

“温州模式”非但没有实现转型升
级，反而有不少行业的产业规模
式微，令人唏嘘。

当地一位作家提醒，历史上
的“八大王”事件和“抬会”风波等
已不止一次表明：精神上的“温州
模式”从来都带有鲜明的“冒险”
色彩。它被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
心内涵。而敢于冒险的温商，从不
缺少在潮流大势中发掘商机的

“智慧”。
房地产市场在2005年的井

喷，让转型升级而不得的温商，追
身而至。

洪振宁向记者讲述在温州流
传甚广的段子：有职工千余人的
企业老板，忙碌一年，利润不足百
万元。老婆在上海投资楼市，8年
间获利超过3000万元。当地多位
观察者则一致提出，“绝大多数温
州家庭都有两种投资：房产和民
间借贷。”

“其实国内很多地方都这
样。”他们强调，“只不过，可能温

州的范围更广，或者说介入的程
度更深。”

按照冯立果的观点，此间投
身热钱与快钱的温商，实际把自
己的经营方式绑上了宏观经济的
战车。至于战车走向哪里，这些越
发脱离实业支撑的商人们，则毫
无控制能力可言。不止一位温商
向记者诉苦，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出炉，让他们在房地产领域的投
资吃尽苦头。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鞋
革业主带记者在园区内参观时
说，“温州一些企业的问题，其实
不在于转型升级，而在于只是以
实业为平台进行融资、借贷———
以钱生钱。”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
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04年温州
逾90%的民间借贷是流入实体经
济，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则萎缩
到35%。

这不只是温州的问题

洪振宁认为，温州存在的问
题其实是中国的改革不够深入、
不够到位的表现。

“‘温州模式’遇挫的真实问
题其实在于，温州作为一个地级
市，基层改革实践中的诸多呼声
未能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形成良好
的互动。”温州问题专家、《温州商
报》总编辑金可生说，“比如‘金
改’、利率浮动等，温州一些地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很好的
实践，但这些经验并没有反映到
改革的进程中。”

恰逢《温州一家人》热播和温
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细则的出炉，
在温州采访期间，几乎每次都会

感受到受访者的“喜形于色”。
以讴歌创业精神为主旨的

《温州一家人》让温商的形象重
现，以推进温州市场繁荣为目标
的“金改”细则则隐现了告别泥淖
的曙光。在他们看来，它们本就互
通共融，蕴含了以改革繁荣市场
的镜像与未来。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温州
的先行先试走在了全国前列。现
在，国家要深化改革，推进科学发
展，外界对温州能否继续走在全
国的前列有着更多的期待。”洪振
宁笃信，“《温州一家人》在十八大
召开期间热播意义特殊。”

诚然，无论是资源要素制约，
还是自身发展瓶颈，甚或贯穿其
发展历程的政商关系博弈，以民
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困
境，都堪称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

“平台期”的缩影展现。
但对于温州而言，火烧眉毛

的问题，已然不是转型升级，而是
进一步化解债务危机。

集中爆发于去年9月的“跑
路”风波，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
会的运行秩序，而且直接殃及社
会稳定。温州当地公安人士介绍，
随着当地一些知名企业出现在公
开化的债务危机传言中，密切监
测相关企业动向，已经成为他们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

而在冯立果看来，即便温州
能够尽快走出危机，未来之路可
能也并不美好。

他说，以产业集群支撑的“小
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主
要得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
发优势。而今，当温州人以投机取
代了投资，守成替代了转型，迷失
在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国内产
业布局形态已经截然不同，其他
区域经济的后发优势已经呈现出
较强的竞争力。同时，“世界工厂”
中心的迁移，以及不可逆转的劳
动力成本上涨，对外贸易的严峻
形势，都喻示了以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的温州轻工产业集群模
式，必然走向衰落。

“这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
的问题，也是温州必须解决的问
题。”这位曾深入全国各地调研的
学者强调，“国家-区域-企业家”
实际是不同层次上的经济主体，
其发展规律本质上是相同的。“比
如在宏观调控中，企业家要想获
利可能并不难，但要谋求持续发
展就必须恪守市场规律，以创新
为推动力提升竞争水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
认，未来能够拯救温州经济的，并
非房地产和传统低端制造产业，
而是金融产业和创新技术产业，
必须实现“温州模式”的升级，才
能重新拾回发展龙头的地位。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
德文提醒，一个企业要转型升
级，在三五年可能没有任何效
益，政府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升
级发展，这不仅需要时间，更得
耐住寂寞。

后危机时代的温州模式———

蜕变需要耐得住寂寞
本报记者 石念军

30余年前，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温州人探索出了领跑全国的“温州模式”；30

余年后的今天，以民间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挫折又让他们备受诟病。

温商的问题实际在于，成长于“制度利差”的他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清楚地明白：对

政策环境的深度依赖不仅会滋生惰性，而且会直接导致一己的迷失。

“这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是温州必须解决的问题。”曾深入全国各地

调研的冯立果说，“国家-区域-企业家”实际是不同层次上的经济主体，其发展规律本

质上是相同的。

12月7日，温州市金融办首次发布民间借贷利率指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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