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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的任志强最近出版了他的厚达 60 万字的自传《野心
优雅》。这位商界大佬将 1992 年视为他所属公司的转折年份，意
义堪比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几年，一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崛起的企业家陆续著书立
说，任志强之前，还有王石的《我与万科 20 年》、史玉柱的《我的营
销心得》、潘石屹的《我的价值观》等。本报记者梳理相关书籍文
章，回顾这批被称为“ 92 派”的企业家群体的创业经历，反思 20
年来的市场化改革，重温那个企业家精神迸发的年代。

“92 派”企业家的野心与优雅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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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后，一批官员、学者纷纷下海
退休这一年，任志强从未远

离过公众视线。在微博上，他依旧
是那位人们熟知的“任大炮”，不
时对政府的楼市政策提出批评。
他主持的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
会，一个个商界大佬“你方唱罢我
登场”，拥趸众多。

今年 10 月，任志强出版了他
的个人回忆录《野心优雅》，经历
过文革“上山下乡”的任志强，是
改革开放 30 年的亲历者。他从贩
卖兔皮的小商贩起家，此后创立
华远地产，几度沉浮，经历过蒙冤
入狱、起诉政府、状告银行，直到
去年退休。

任志强的个人经历与时代变
迁交织，作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企
业家，1992 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
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平
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但明
确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也提出了
具体的路径，在国内掀起了新一

轮改革的热潮。”任志强在《野心
优雅》中写道，在邓小平的南方谈
话发表后，公司开了两天闭门会
议专门学习讲话精神，这个对公
司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堪比“遵义
会议”。

在社会上，南方谈话催生了
一批官员、学者经商、办企业。财
经作家吴晓波的著作《激荡三十
年》记录了当时的这段下海热潮：
受南方谈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
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
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 92 派”，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
度全国至少有 10 万党政干部下
海经商”。

1 9 9 2 年是“中国企业家元
年”，这是一个企业家精神迸发的
时代。“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
甚至创造社会需求；在市场前景
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
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以个
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
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

成功的收益。”经济学家许小年对
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在这批企业
家的创业经历中都有体现。

如今已经成为青年导师的俞
敏洪，彼时初创新东方不久，整天
忙于在街头的电线杆上贴广告；
这年 5 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做宏观经济研究的陈东升辞
职下海，创立了嘉德拍卖公司；5

个月后，陈东升的大学同学毛振
华，放弃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
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估公
司；在淘金者云集的海南，冯仑
碰到了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
王启富和刘军，合称“万通六君
子”，这六人后来均成了中国商
界风云人物；在珠海，史玉柱决
定建造巨人大厦，这栋后来不断
被拔高的大楼将带给史玉柱一
次人生的滑铁卢，这个发生在吴
晓波另一本著作《大败局》里的
故事已是后话了，今日踌躇满志
的史玉柱正享受着财富带来的荣
光。

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化追求，是“ 92 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
如同任志强在《野心优雅》中

对当年的下海热潮总结的那样：当
社会改变了对从企、从商的看法
时，当企业家得到尊重并改变了原
有的社会地位时，就会有更多的人
从体制内转行到企业家的行列，加
入实践改革路径的探索之中。

这些如今已经成为商界大佬
的人物，几年来纷纷著书立说。或
是讲述创业经历，如王石的《我与
万科 20 年》；或是分享创业经验，
比如史玉柱的《我的营销心得》；
也有传播价值观的，潘石屹的新
书，光看标题就说得再明白不
过———《我的价值观》。

提出“ 92 派”概念的陈东升在
保险、拍卖行业都已是领军人物，
今年 8 月推出了《战略思维》一
书，出版社在包装他时主打的概
念也是“ 92 派”代表人物。著名经
济学家厉以宁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说：“坚定的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化
追求，是以陈东升为代表者之一
的‘ 92 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他

们主动从计划体制内向体制外转
型，成为最早也是最大范围脱离
原有体制寻找独立舞台的一群
人，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
试水者、实践者和受益者。”

商界“思想家”冯仑 2007 年出
版了《野蛮生长》，讲述民营企业
的发展史，对民营企业的原罪、合
伙人制度、管理逻辑以及生死存
亡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
考。冯仑点评了王石的成功，也分
析了牟其中的失败。5 年后，他的
另一部著作《理想丰满》问世，冯
仑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也反思
社会价值观的丢失。

今年初，潘石屹的新著《我的
价值观》，对“万通六君子”的创业
之路进行了回顾，已经跻身为著
名“公知”的潘石屹，还在书中深
入剖析了他的人生观、名利观，以
及教育理念与环保理念。

其实，这些商界大佬的经历
本身就颇值得回味。去年 6 月，

《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

在新书中聚焦“ 92 派”企业家群
体，书名为《九二派：“新士大夫”
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陈海将

“ 92 派”称为一拨“白手起家的官
员群体”，在 1992 年前后虽相对弱
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
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二十年被证
明最快，也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
的一个重要群体。

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 92

派”企业家聚首分享感悟。陈东升
分析当时的“下海”浪潮时说，之
所以有大批官员放弃机关金饭
碗，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
上认同商业是最好的。

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吴
敬琏也记述了当时社会对创业的
热情。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吴敬琏
去广东作报告，讲市场经济，讲经
济体制改革，会场往往人满为患，
官员、企业家，甚至学生都来询问
民间创业的前景，“我从中预感到
改革大潮已在涌动，民间创业的
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

20 年后，那些曾经的社会边缘
人物，已步入时代的舞台中央。如
吴敬琏所说，这些企业家普遍具有
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他们不仅
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
中华的热情。他们有世界眼光，立
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
茅”。

这两年，社会呼唤重启改革议
程，这些当年的改革受益者也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为改革开放背书。

任志强依然是那个敢于提出批
评意见的“大炮”，在《野心优雅》中，
他直指“政府从来不是最聪明”的，
不能大包大揽，而是应该将市场的
事交给市场，政府转而去做那些市
场不能做的事情，如公共事业、社会
福利、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不
过，他也注意到，当政府口袋中的钱
越来越多时，强势的政府又开始指
挥一切，从垄断的资源配置，到政府
主导的经济发展。任志强提醒，这会

让“改革的步伐倒退”。
当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越来越

广泛地被提及时，“92 派”的现身说
法更有意义。白手起家的俞敏洪，对
权力寻租一直刻意保持距离，“就是
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在“两会”的舞
台上，俞敏洪多次号召，为中国的企
业家建设一个安定、稳定的，可以干
一百年、一千年的环境。冯仑虽然有
不少官员同学，但他表示，从不在当
官的同学那儿做生意。王石则有自
己的底线，“不行贿”。

实际上，这些在市场中摸爬滚
打多年的人，最强调平等、公正与
契约精神。如财经作家苏小和所
说，“ 92 派”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
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这也难
怪，任志强会在书中直接炮轰北京
某区政府，“发誓不与没有契约精
神的人打交道”。

吴晓波则认为，企业家精神多
年来一直被忽略，从鸦片战争至今

的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
上，都可以看到企业家活跃的身
影，“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有
意的忽略和无意的遗忘”。

陈东升也认为，企业家是一股
坚定的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善于
妥协的天性，他们不会喊口号，常
常计算愤怒和付出的边际成本。

在《九二派》的发布会上，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的辜胜阻将

“ 92 派”的诞生、企业家阶层的崛
起，看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标志，
打破了日本对中国“只有车间主
任，没有企业家”的论断。不过，另
一个让他担心的现象是，当下社
会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年官员纷纷下海的景象已经不
复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国考成为
第一大考，尤其是社会精英急切
地向体制靠拢，公务员成为大学
生的第一选择，“这是官本位复辟
的表现”。

“ 92 派”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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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的价值观》
潘石屹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6 .《史玉柱自述：我的营
销心得》
史玉柱 口述
优米网 编著
同心出版社

7 .《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8 .《九二派：“新士大夫”
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
陈海 著
中信出版社

1 .《野心优雅》
任志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 .《道路与梦想：我与万
科 20 年》
王石 缪川 著
中信出版社

3 .《野蛮生长》
冯仑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4 .《理想丰满》
冯仑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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