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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同历史上地域性企业家集群（商帮）类似，温州呈现了一种独有的企业家集群

的现象。本文首先给出了温州企业家集群的整体描述，然后例举了三种典型的温州企业家集

群。通过企业家集群和社会网络研究的综述，以及对温州企业家集群形成的历程分析，提出了

五个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温州企业家集群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瓯文化”，“瓯

文化”是温州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干中学”才能形成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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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的企业家集群现象

虽然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 已 经 汗 牛 充 栋，但

现有的产业集群研究和企业家研究并没有太多涉

及企业家集群问题。一个地方出现大量的具有密

切关系企业家群体的现象，就是企业家集群，如温

州、苏州和东莞等地的企业家群体就 是 典 型。从

历史上的区域性企业家集群或者商帮研究来 看，
王世华（２００５）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晋商群体兴

衰轨迹极其相似，但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

也迥然有别；吴慧（１９９４）则认为“徽晋两商以 信、
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结果促进了商

业的发展；而陈文龙（２００４）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

可以以地域识别的４５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五个

最为有名，分别是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
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张仁寿（２００６）认为浙 商

是当代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的一个

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创造

“浙江现象”的主力军。温州商人群体或者温州商

帮则经常被业界和学界特别从浙江商人中单独列

出，且排位靠前。这些所谓的商帮实 际 上 就 是 地

域性的企业家集群，他们的现状和发展历程 各 不

相同。山东的企业家集群主要由青岛国有企业的

经营者组成，以规模和品牌的影响力著名；苏南企

业家集群依靠的是从乡镇企业的改制，企业 家 大

多具有干部和国有企业的背景；福建企业家 集 群

则以打拼取实利为主；珠三角企业家集群具 有 港

澳背景，更类似于海外华商。浙商人数众多，地域

不同，企业家集群特征不尽相同。浙 东 北 地 区 更

靠近苏南商帮，宁波偏向于海外华商，温州商人群

体主要以内生为主，几乎完全依靠 市 场。所 以 温

州的企业 家 集 群 最 具 有 典 型 性，也 最 值 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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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商作为浙商的主体甚至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

代表，更多的是被作为创业故事在报端被描述 和

报道，真正关于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少见于学术 杂

志。其他地方的企业家集群研究更是少见。

二、温州企业家的集群现象

（一）企业家集群现象的总体描述

温州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 全 国 的 典 型 案 例，
无论是柳市的低压电器还是鹿城的鞋业与打火机

等行业，其产业集群的现象十分明显。对 于 如 何

形成这样的产业集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企业

家集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企业家集群就是在一 定 区 域 范 围 内，集

中地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同一或相关产业企业家的

典型现 象。从 原 有 的 一 乡 一 品 到 现 在 的 产 业 集

群，企业家无疑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在
产业集群集中的地方均伴有企业家集群现象。如

以参加了各种协会和商会的企业家统计，温州 鹿

城区将近有３０００多位与鞋业有关的企业家；乐清

的柳市则集中了超过２０００名的低压电 器 行 业 的

企业家；龙湾的梅头镇，一个小小的地方也会集中

上百个水龙头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家。当 然，企 业

家并不特指那些具有较高的产值和较大固定资产

投资的企业主，而是那些能够从事具有风险的 工

商经营活动，同时又能自我决策的各类经济组 织

的负责人，包括私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股份制企

业的股 东 等。从 这 几 类 人 员 的 形 成 历 史 可 以 发

现，温州的企业家群是非常庞大的。
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的十年期间，温州的私有企

业从 无 发 展 到３５０家，而 个 体 户 从１９８０年 的

１９８４家发 展 到１９８８年 的１４６６２２家，增 加 了７３
倍，营业额达到了１９亿多。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个体户中，商业行业的个体户比工业的份额 更

大。从商 业 的 营 业 额 来 看，占 据 了 将 近８０％左

右。工业 产 值 在 营 业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最 高 只 有

４７％，而 且 仅 仅 只 有 一 年，其 余 的 基 本 维 持 在

２０％左右。可以说温州个体户 多 数 集 中 在 商 业，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充裕。很多

的工业企业都是前店后厂，将商业资本转化为 产

业资本，也合乎古典工业化的演变历程。①

另外一个 事 实 是 工 业 企 业 的 数 量。１９７８年

温州的 工 业 企 业 个 数 已 经 有４０８５个，到 了１９８８

年则达到了６５４０５个，增加了１５倍；而１９８８年的

城市规 模 相 当 的 苏 州 工 业 企 业 个 数 只 有３１０４６
个，只有温州的 一 半。在 温 州 的６５４０５个 工 业 企

业中，国有工业企业有３２１个，其他还有一些名义

上的集体企业，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基本上是 属 于

个人控制之下的，是一些所谓戴“红帽子”的企业。
因此，１９８８年 温 州 就 有 超 出６．５万 的 企 业 负 责

人，如果我们大致认为一个企业有三个股东 或 合

伙人那么就有将近２０万，加上１４万 的 工 业 个 体

户，以及经营商业企业人数，将近有５０万 的 各 类

企业 家。１９８８年 年 末 温 州 的 总 人 口 数 为６５７
万②，即当时 每 十 三 个 温 州 人 中 就 有 一 个 人 拥 有

企业或者股份，而且这里还没有计算大量在 外 温

州人的情况。用全民皆商形容温州，可 能 会 有 点

过头，但也确实能反映其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以，
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以及以后的发展过程 中，温

州一直表现出其企业家群体数量持续比较多独特

现象。熊彼特（１９３４）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的出

现不是连续的。企业家不是在每一个适当的时间

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出现。这完 全 因 为 一 个

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进其他企业家

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 加 的

数目出现。
所以发展到 了２０１０年 底，温 州 获 得３８个 国

家级生产基地称号，每个国家级的生产基地 就 是

一个产业集群，这些基地分别分布在温州的 乡 乡

镇镇。这些产业的形成，根本的原因 就 是 温 州 各

地均有相对比较著名的温州企业家集群现象。
（二）温州三个典型的企业家集群

１．永嘉桥头的品牌代理商

据温州永嘉桥头商会２００７年统计，桥头人以

广州、东莞为 基 地 开 设 的 品 牌 代 理 公 司 共 有２００
多家，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有１００多个，主要集中

在服装、皮鞋、皮具和化妆品等行业，如金利来、鳄
鱼恤、老人头、卡丹路、啄木 鸟、卡 蒂 乐 鳄 鱼 等 等。
据估计。按照知名度和销售额统计，桥 头 代 理 的

皮鞋品牌有６７个，服装品牌４６个，总共１１３个国

际品牌，销售额超过了４００亿元。而２００７年，“中

国纽扣之都”桥 头 的 所 有 工 业 产 值 才 达 到５０亿

元。桥头人似乎正在放弃自己的拳头产品纽扣和

拉链，从而向品牌代理转变。据桥头镇统计，围绕

国际品牌及其相关行业即产业链上运转的桥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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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５０００人之众，许多桥头企业家在广州或东莞

征地建造总部基地。而在国内众多的 二 级、三 级

代理商中，也有不少是桥头人。昔日人 流 如 织 的

桥头，平时并不十分热闹，只有春节和其他重要节

日的时候，才会出现车水马龙、宾馆爆 满 的 场 面，
这都是在外创业的桥头人回来过节的原因。③

２．永嘉花坦的超市商人集群

花坦乡２万６千 人 口，７０％的 人 都 在 外 地 开

超市，加上老人去照顾小孩，小孩在外 地 读 书，呆

在乡里的，只有区区几千人。花坦农民 与 附 近 乡

镇如枫林、渠口、古庙等一带的亲戚联 合 经 营 的，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全国开办的超市大大小小超过

一万家。小的二三百平方米，大的近２万平方米。
如果保守估计，平均一家以年销售额３００万 元 计

算，总计年销售额在３００亿元 以 上。市 场 份 额 相

对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一带，在这些区域

的城乡接合部占有率在８５％左右，最近几年向东

北、西南等地渗透，在这些地方城乡接合部目前市

场占有率在２０％～３０％之间，而且提升的速度正

在加快。④

３．泰顺的建材和建材市场商人集群

泰顺县位于温州西南部，自古以来就有“九山

半水半分地”之称。由于可利用的资源缺少和 贫

困，迫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批泰顺

农民走出大山闯荡天下。经过十几年 的 发 展，泰

顺人在兴建和经营装饰建材市场、房地产开发、建
材贸易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业人员达９
万人之多，占泰顺县总人口的四份之 一。在 全 国

各地投资兴建的建材市场，装饰城，商贸城等专业

市场多达１００多个。总 投 资２００多 亿 人 民 币，年

销售额在１５０亿元以上，为国 家 上 税 将 近２０亿。
这个数字是泰顺当地年财政收入的十几倍。据统

计泰顺人在上海的从业人员已达２万多人，成立

了上海泰顺商会。泰顺经营户布遍江苏各个建材

市场。在江苏建材行业中，已经占据了 百 分 之 四

十以上的市场份额。⑤

三、温州企业家集群形成的机制分析

（一）温州企业家集群的形成历程描述

温州企业家集群最具区域特色。据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有１２７．３万左右温州 商 人 在 全

国各地经商、创业，近５０万温州商人分 布 在 全 世

界各地。本地商人、温州以外的全国各地商人，以
及海外的温州商人，构成了温州企业家集群 的 三

支主要力量。而三支企业家队伍的形成是由点及

面，进而发展成为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温 州 企

业家群体网络。
最早的企业家，可能是一 些 在 外 的 从 事 低 端

手工业的温州人。改革开放前固有的体制下的限

制和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其庞大的人口 群，尤

其是农民没有办法都在温州本土生存和发 展，其

中一部分只能迁离温州。能够决定迁离温州的农

民，其所具有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其实就高于 那 些

安于温州现状的人，已经决定了他们预期可 以 有

更高的收益。而且一旦离开了温州，就 会 形 成 了

一个新的温州企业家网络节点，并保持了与 温 州

的联系。如永嘉桥头钮扣产业集群就是在外永嘉

人发现外地国有纽扣企业的边脚废料，并将 之 带

回桥头而发展起来的。一旦确定某个产品具有较

大的需求，而市场供给不足，这些早期外出的温州

人还是 会 回 到 温 州。因 为 这 里 有 他 们 熟 悉 的 人

群、闲暇的资金和足够的劳动力等。所以，一旦一

个新的产业启动以后，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 人 力

资本便不断的生长蔓延，最后造成了企业家集群，
大量相关的企业家集中聚集在相近的行业，产 业

集群开始形成。有了产业集群，大量 的 企 业 家 又

集聚，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由于温州本土竞争激烈，企 业 的 盈 利 水 平 越

来越低，所以部分企业家就转到异地从事贸 易 和

生产。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家，开始逐 步 遍 及 全 国

各地，基本上是由近及远，从高收益城市到低收益

城市，又生成温州企业家群体网络上新的节点。
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家在异地所获得相对较高

的商业收益，反过来又对在温州本土的农民、工人

甚至干部产生冲击，继而又带动生成更多具 有 血

缘、亲缘和乡缘等关系新的企业家来到所在 的 城

市。当一个地方的温州企业家数量增加到一定数

量，所从事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的时候，企业家

们又开始分化。一部分的企业家开 始 新 的 迁 徙，
到具有更高收益的城市，另外一部分的企业 家 开

始转型到 相 关 行 业，直 至 到 市 场 建 设、房 地 产 开

发，甚至国际贸易、娱乐餐饮、资本经营等。
当一个城市的温州企业家具有相当的经济实

力，如形成了温州街、温州村的时候，他 们 对 于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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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经济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加上温州企业家 天

生具有的公关能力，使得他们可以享受各类政 治

待遇，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出于抱团可

以获取更 多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资 源 等 共 同 利 益 的 需

求，各地温州商会陆续成立。从１９８７年的昆明首

个异地温州商会成立以来，到２０１０年 末，全 国 共

有１８３个地级市的温州商会。一旦有了温州商会

以后，就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温州企业家之间开 始

有了密切的联系。企业家网络上的节点所带来的

集聚效应就得到了放大，节点的作用更为突出。
大量外出的温籍企业家，同 时 也 给 温 州 本 土

企业家带来了巨大市场，加上本地产业集群的 完

善、成本的降低、交易的方便等等，也使 得 温 州 本

地的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作为温州企业家群

体网络的中心，温州就自然成为３８个国家级生产

基地、３８个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驰名 商 标、３０个

中国名牌产品等的集聚地，也保持着与外面节 点

温州企业家的强联系。
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国 外 的 联 系 逐 渐 增

多，同时也由于国内竞争日趋激烈，加上国家对外

的开放，使得到国外经商更加便利，早期的利润率

也远高于温州和国内其他城市。所以，就 开 始 出

现海外的温州企业家集群。例如，在意 大 利 人 口

只有十八万左右的普拉托市，就有超过２．５万的

温州人从事与纺织相关的生产与贸易。
温州企业家集群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不 断

生成的过程。其路线图实际上就是一个从点到面

再到网络的过程。从温州某个地方开 始，然 后 围

绕温州这个中心点，不断地增加节点，这些节点又

与温州有着很多的联系。从地理上看，这 些 节 点

会越来越远，甚至可以跨越边境，但从 联 系 上 看，
还是与温州这个中心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

然，这种联系也是动态变化的，各个节点也可以逐

渐形成自己的局部网络，例如一些大中城市的 温

州商会，就有联系周边众多温州商人的功能。
（二）温州企业家集群形成的网络生成模型

１．企业家社会网络研究综述

研究表明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形成

和演化有路径依赖现象。吴翰洋（２００７）以嵊州领

带集群为例，研究了产业集群与企业家的互动 关

系。认为在整个互动过程中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

家队伍的发展壮大都积极影响集群经济的 发 展。
同时，集群的发展又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和社 会 资

本的积累提供了条件，促进了企业 家 的 成 长。产

业集群和企业家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 影 响。
而魏江（２００５）研究了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中

小企业的企业家网络的不同特征。认为创立期的

中小企业家网络以嵌入式节点为主，是节点 之 间

联系稠密的强联系型和高度路径依赖的网络。成

长期则以混合型节点为基础的、组织间关联 得 到

加强的、倾向于有意识管理的计算 型 网 络。王 建

（２００６）指出经济学对产业集群现象解释的 局 限，
通过构造环境、网络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内

生型产业集群环境下，利用社会网络的角度的“撒

网”模型，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强联系在企业家撒

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第二，个体行为的路径依赖

现象影响了企业家撒网的过程和结果。从社会关

系网络转 型 与 家 族 企 业 成 长 的 关 系 出 发 进 行 研

究，刘洋（２００８）认为家族企业的成长是与社 会 关

系网络转型密切相关，家族企业治 理、转 型、传 承

等均 需 要 考 虑 社 会 关 系 网 络 的 变 化。顾 慧 君

（２００７）从社会网络与集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出 发，
分析了温州鞋业集群在集群形态从同质集 群、分

工集群向创新性集群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网 络 随

之而发生的由族群、企业家社会网络向非人 格 化

社会网络变迁的这一集群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

过程。

Ｂｕｒｔ（１９９２）通过对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网

络结构相关分析，认为企业家具有相当数量 的 强

联系；企业家处于网络的中心地位，并享有一定的

内部声望；除了直接联系之外，企业家还通过与之

直接联系的主体间接控制着一定数量的次 级 簇，
这样的结构被称作蔓－簇结构；企业家可能处于

两个非冗余性联系之间的关键性位置，即拥 有 结

构空洞，从而享有信息优势和控 制 优 势。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２００３）认为，某人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源的

特性与范围也影响了一个企业家识别与跟踪机会

的能力。刘冰等（２００５）提出了撒网 模 型，即 企 业

家的社会 网 络 首 先 被 控 制 在 一 个 很 小 的 局 部 区

域，其网络撒开的过程中企业家的网络非常 广 泛

但是很疏松；在撒网完毕，企业的网络资源在更广

的范围内进行了定位。证明了单个企业家的社会

网络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现象，即企业与企业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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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成长决定了企业家社会网络演化的路径与最

终状态。
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反 映 了 企 业 家 网 络

与产业集群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指出企 业

家集群的网络如何由点及面生成网络及各个节点

的关系如何，也没有说明企业家网络形成的机制。
而温州企业家集群可以作为一个企业家社会网络

形成的典型加以研究。

２．温州企业家集群的社会网络模型的基本构

想

温州企业家集群是一个非常明显和典型的现

象，可以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初步的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基本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 温

州企业家集群的长期观察，我们提出了以下５个

基本假设。当然，未来需要理论和实证 的 进 一 步

深化和检验。
假设１：个 体 企 业 家 是 温 州 企 业 家 集 群 网 络

的一个节点，并拥有各自的局部网络；
假设２：个 体 企 业 家 总 是 寻 求 较 高 程 度 的 中

心性，可以从点入度、中间性和特征向量等指标进

行测量；
假设３：温 州 企 业 家 集 群 网 络 具 有 高 网 络 密

度；
假设４：温 州 企 业 家 集 群 网 络 具 有 高 联 接 强

度；
假设５：温州企业家集群网络一直在扩大。
我们的上述几个基本假设只是对温州企业家

集群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推断，但为什么只 有

温州会出现了这么多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网络 的

形成机制如何，温州区域内独特的“瓯文化”是一

个重要原因。

四、“瓯文化”与温州企业家集群

林毅夫（１９９６）认为，“在一个社会有效的制度

安排 在 另 一 个 社 会 未 必 有 效”。⑥ 所 以，文 化 作 为

一个制度元素对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影响也

是不容质疑的。以苏南和温州为例，苏 南 地 区 一

直受主流文化影响比较重，倾向于强制性社会 控

制，政策、法律、纪律是政府的主要管理手段，因此

苏南人民的集体意识非常浓。余映丽（２００２）就认

为温州自古天高皇帝远，主流文化的影响较弱，常
常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地域传统，倾向于温和型 观

念控制，习俗、道德、宗教在政府管理 中 起 着 很 大

作用，因此温州更多地利用传统技能和经验 适 应

变化的新生活，人们对个人成就表现出极大 的 崇

尚和重视，私营经济在温州地区突破体制的 夹 缝

中繁荣起来，就不足为奇了。温州模 式 的 文 化 渊

源是“瓯 文 化”或“永 嘉 文 化”（也 叫 浙 东 文 化）。
“瓯文化”开拓解放，豪迈大气，狂飙突进，重 经 世

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 等。温 州 模 式 的 形 成

和发展实 际 上 就 是 温 州 企 业 家 集 群 的 形 成 和 发

展，而温州 企 业 家 的 形 成 与 他 们 所 处 地 域 的“文

化”背景有很强的关系。
熊彼特（１９３４）认为，成为企业家的三种动机。

首先，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

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其次，
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

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

为了成功本身。最后，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

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一个人的能力和 智 谋

的欢乐。实际上就是说，企业家的出 现 就 是 要 有

一种梦想成功的企业家精神，另外还需要实 践 的

才能。而“瓯文化”正好成为这两个方面的渊源。

１．“瓯文化”———温州企业家集群的精神之源

随着“温州模式”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影响的迅

速扩大和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

开始进一步认识到，温州经济的崛起，除了经济学

分析所揭示的种种因素之外，事实上还与温 州 人

具有区域特征的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关联。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中 期，张 仁 寿（１９９０）等

学者就已经论述了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温州模式”
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指出，温州 世 世 代 代 相

传的工商业传统，使温州人具有经营工商业 的 独

特优势。同时，温州还有提倡“功利”、“重商”的区

域文化传统。深 深 地 受“瓯 越 文 化”熏 陶 的 温 州

人，“重义轻利”、“崇 本 抑 末”等 因 袭 包 袱 较 轻，形

成了较强的讲究功利、经济进取、善 于 学 习、敢 于

冒险、务实进取、敢于竞争的思想观 念，注 重 发 展

工商业，具有吃苦耐劳、勤奋苦干的精神。这种文

化传统，与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观念和精 神 相

吻合，成为推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 的 重

要的精神力量。
谢健（２０００）也研究温州民营经济与“瓯文化”

的关系。他认为，“瓯文化”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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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自由主义理想性质，在中国传统社会原 有

政治经济的制度框架内是难以实现的。但其追求

务实事功的精神，阐发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 想

对于后世 一 些 局 部 地 区 如 温 州 本 地 发 展 商 品 经

济、实行本末并举对于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有 一

定的影响，对于它的发祥地温州更有广泛而深 远

的影响。
上述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 实 与 创 新 的 意 识

就是企业家精神所在，史晋川（２００２）将它们称 为

温州人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是由于１８７６年温州

被辟为商埠、西方商品经济意识与“瓯文化”中永

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冲撞与融合的结果。
温州人的企业家精神，从温 州 的 无 数 个 全 国

第一就可以看到。如第一个股份制企 业、第 一 个

私人承包民航的航线、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家实

行利率浮动的信用社等等。温州人具有推崇个人

开拓、尊崇个人奋斗获得的成功、崇尚除弊革新的

创业精神，因此，温州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

富于创新。勇于冒险、努力追求个人成 功 的 企 业

家精神更容易在温州形成。而在一些 地 区，如 内

地和沿海的其他城市却因为缺乏这种文化而未能

形成这样的企业家精神。事实上，正是 因 为 存 在

这样蓬勃的企业家精神，所以会造就温州人在 观

念上领先于全国，出现家家户户争当企业家的 热

潮，也因此取得了区域性企业家集群的先发优势。

２．“瓯文化”造就“干中学”的企业家才能

“瓯文化”的理念在温州及浙南大地上已经根

深叶茂。重物惟实、以利和义的哲学思 想 和 经 商

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这些当年“事功”学说

的核心，在今天已转化为一种以实利主义为特 征

的实践型文化。“永嘉文化”有本末并举的思 想，
一方面，对于温州历史进一步形成和强化重视 工

商的“永嘉”（瓯越）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温

州人自古能在人多地少情况下，因地制宜，发展多

种多样的工商业，且勇于外出经营谋生，“能握 微

资以自营殖”，“人习机巧”，“民以力胜”形成了重

工商、善 工 商、商 品 经 济 较 发 达 的 局 面。另 一 方

面，它又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 资

源。在近二十年来温州经济发展的演进轨迹的制

度创新的模式中就深深地打上了重视工商的传统

印记，如家 庭 工 业、前 店 后 厂、沿 街 成 市、专 业 市

场、以商促工、以工兴市、股份合作制、集资创办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小城镇等社会经济绩效和 制 度

创新模式上的一系列巨大成就，无不是重视 发 展

“百业并举”的商品生产、发挥各显其能、自由竞争

的市场经济机制所带来的效应。
在这种文化的作用下，温 州 及 浙 南 大 地 的 人

们世世代代，以从事工商业为“本”，以积累财富成

为富人为荣。人们对于商业的热心远非其他地方

所能够相提并论。民间普遍渴望“财富”，勇 于 创

新，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耐于吃苦，希 望 以 经 济 上

的成功获得社会对个人的认可。所 以，人 们 将 许

多时间和资金及各种资源投入企业家的活 动 中。
温州人的商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就是在“瓯文化”的

熏陶下，一代接一代传承，文化的底 蕴，深 深 地 扎

根于温州的草根阶层。全民皆商，在 温 州 人 的 心

中并没有什么不好和不光彩的。这种的企业家精

神在南宋以后的温州及临近地区都是很显著地存

在，加上温州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东南的通商口

岸，所以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温州区域中所蕴藏的

企业家精 神 和 独 立 创 业 的 精 神，就 会 得 到 迸 发。
而在商业 条 件 被 限 制 的 战 争 年 代 或 计 划 经 济 时

代，这些精神只能隐藏于民间，等待 时 机 的 到 来。
所以，在１９７８年时，一旦政策环境得到宽松，人们

从事工商业所得的利益受到了基本的保护，那 么

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就得到了爆发，形成了 对 全

国经济均有重要影响的温州经济的发展模式。
温州民间的传统中，对于将子女去学做学徒，

学做生意是比较崇尚的，人们叫做“学生意”。而

温州的一些企 业 家，如 第 一 代 的 企 业 家———温 州

的“中国鞋王”之一的“吉尔达”的余阿寿，人称“皮

鞋寿”就是从皮些学徒开始起步的；而另一家“中

国鞋王”———“康奈”的老板郑秀康也 是 从 学 徒 出

生。温州鞋业界流传着一个佳话，几 乎 每 个 鞋 厂

的老板，自己都会手工做鞋，而且对于鞋的质量也

是了如指掌。其他的行业，如 打 火 机、剃 须 刀、服

装也大抵如此。而学徒制度的存在，是 企 业 家 集

群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学 徒 通 过 学 习

师傅的生产技术，掌握了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师傅对原料的采购、生产的

安排、产品的销售、客户的联系等实践过程的学习

中，可以学到创办企业和管理企业的一整套 的 方

法。同时，通过几年的学徒生涯，对于产品的销售

渠道也已经有一些掌握，为今后自己的独立 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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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了基础。学徒生涯，实际上就是企 业 家 人 力

资本投资和形成的时期，“干中学”所获得的知识

就是他们所积累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通过这个 过

程也逐步形成了他们各自的企业家网络。他们的

管理能力、协调组织能力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等 等

的人力资本均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这种来源于基

层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构成了温州企业家人力 资

本的重要来源。相比之下，许多地方家 长 是 羞 于

让子女学习经商的本领，喜欢送去读书或其他等。
这些小孩宁可在家呆着、种地或以后等待政府 的

招工计划等等。所以，聚集了众多企业 家 人 力 资

本的温州地区，无疑就为企业家集群的生成提 供

了根本的条件，企业家网络节点不断诞生，又不断

延伸，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温州企业家网络。
可以说，“瓯文化”对温州企业家集 群 的 形 成

影响很大，主要是通过培育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和

善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造就企业家才能而得

以形成。这 种 精 神 并 非 只 有 个 别 的 温 州 人 才 具

有，而是成千上万的温州人。另外，“瓯文化”的也

造就了企业家“干中学”的丰富的实践能力的。因

此在文化的熏陶下，自然地形成了庞大温州企 业

家集群和网络的现象，并成为温州区别于其他 地

方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五、结论

作为中国新时代企业家集 群 的 典 型，基 于 温

州企业家３０年的形成与发展的经验，可以为中国

未来社会 企 业 家 群 体 的 发 展 提 供 一 些 借 鉴 和 启

示。虽然，温州的企业家创造了昔日的 温 州 模 式

的辉煌，也造就了目前遍及世界的温州企业家 网

络。但我们从其网络形成的过程来看，基 本 上 是

受“瓯文化”的影响的个人驱动所形成的区域企业

家集群。但是，这些集群中企业家的素 质 以 及 网

络中节点间的相互联系，网络的开放性，与其他企

业家网络的互动等，还远远达不到能够适应经 济

转型发展的需求。如２００１年以后，温州本土的经

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浙江省末尾，新兴产业也 没

有实质的发展，甚至在２０１１年出现了温州企业信

贷危机，严重影响了温州企业家群体 形 象。实 际

上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温州企业家集群和网络并

没有相应创新和发展。从温州发展来 看，我 们 需

要汲取中国古代商帮衰亡的教训，努力增加企 业

家网络的密度，提升网络的强度，扩展网络的外向

度，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企业家个人和群体的素质，
从而逐步打造出适应国际竞争、勇于创新、善于成

功中国企业家集群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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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小敏：从阶级分析到经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转换视角下英国基础教育公平研究的进展

业成就领域的不平等，教育公平内涵从入学机 会

平等延伸至教育结果直至职业成就的平等，有 力

支持了“补偿教育”政策；其次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政治算术范式向经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转换。经

验的社会学研究，揭示了政治算术研究所不能 企

及的领域，使教育公平研究的触角深入教育过 程

内部，如学校课程、管理、领导、选择和竞争等微观

领域，并让社会边缘群体发出声音，教育公平内涵

也从追求同质化的平等转向“有差异的平等”，从

而为教育政策向更能包容“差异”的方向发展。
反观国内教育公平研究，仍 然 囿 于 城 乡 二 元

之间资源更平等分配的范式，而实践中大量民 工

子弟已进入城市，关注“人的差异性”的呼声日渐

高涨，全国各地在政府推动下如火如荼地进行 特

色学校建设，迫切需要重构新的范式，这种新范式

能够包容资源公正分配和人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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