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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陈东升、田源、冯仑、俞敏洪……这些人有个共同的标识：九二派。他们是1992年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
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弃官从商浪潮兴起，曾经
仕途坦荡的精英纷纷下海经商。从逃离体制到反哺体制，他们实现了成长奇迹。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赢得了市场经济
中的主角位置。他们的切身感受很耐人寻味。

中国改革的最大困境
是没有建立机会真正均等的竞争机制

《九二派》
陈海
中信出版社/2012.7

俞敏洪：好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对创业者来说，如何高估都
不为过。

好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对创业者来说，如何高估都不为过。比如创
业初始的时候，选择合伙对象对我来说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都有
一些共同点，从气质上到心情上、理想上，都是能谈得来、合得来的一
批人；第二，大家都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一起来推动， 一起做大。
如果光有第一个要求，气质、心情跟我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也不一定
能共事。

黄怒波：房地产的暴利模式一定会改变。

房地产的暴利模式一定会改变，游戏规则一定会改，有三个原
因。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了，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结束了， 靠卖地为主的发展模式要转到以税收为主的发展模式；第
二，会改革GDP的考核模式，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估会考虑到社
会的稳定和信服程度；第三是房地产市场的退化，会从市场退回到
行政领域里面去，没有市场化了。

苗鸿冰：我希望中国在世界时尚舞台上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缺少讲故事的人，首先我们没故事可讲，短短20年没故事，
有点故事自己也不会讲。 我真渴望媒体把中国时尚故事讲出去，大
家不要老讲政治和经商的经验， 在中国你会发现写财经类文章的
人特别多，但是写故事的人不多，这其实是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品

牌故事是需要升华、需要美化、需要包装的，时尚媒体不作媒体的
事，天天就走红毯，追明星，从来不好好写故事。

王梓木：宽松规范的环境更适合企业的发展。

对企业来讲，什么样的环境更适合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宽松，其
次是规范。上海很规范，但不够宽松，尤其是与政府间的关系，办事
程序太多，时间成本较高。企业家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与时间的积
累。一个优秀的企业，其成长史往往跨越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如万
科、联想、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都有10年以上的历史，这些企业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政府的关系有点若即若离。

郭凡生：制度比人更靠得住。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
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功和失败。对任何组织而
言，当旧的权利平衡被打破，信任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
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田源：改革的最大困境，是没有建立机会真正均等的竞争
机制。

中国改革的最大困境，是没有在全社会真正建立机会均等的竞
争机制，而是进入了路径依赖状态。走出这种状态的关键是大幅度
减少各个领域的政府审批权，为培育更多的竞争主体、特别是中小
企业创造广阔的天地。

观点选摘

跳出体制，建立中国期货市场

1991年，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访学归来、后来被称为“中国期
货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资部部长柳随年。他想去物资部的下属公司
工作。赏识他的柳部长看出他的意图，对他说：“你的新职务是对外
经济合作司司长！搞对外开放工作。”田源回答：“我不干！”部长火
了：“不干也得干！你回国前党组就定了！”

田源只好答应，但这位39岁的新司长已经心不在焉。半年美国
访学期间，他的办公室就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8楼。他是中国第一
个期货博士，也可能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事实上
1986年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期间，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
组组长的他便着迷于建立中国期货市场并寻求自身在其中的角色。

1992年，物资部陆续成立了诸多新公司，官员下海潮涌动。田
源再次找到柳随年：“中国需要一家国家级期货经纪公司！” 部长再
次回绝了他：“部里办了太多公司,没钱了！”田源说：“给钱我能办,
不给钱我也能办,只要部里批准办期货公司,股本金我自己去找。”
田源知道国家已经颁布了允许成立股份制公司的文件,这次部长也
被说服了。柳随年欣赏这个年轻人,让物资部财务司投资200万，这
是物资部当时投资数额最少的公司。与此同时,田源找13家股东募
集了2000多万元,最初的股东包括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国粮食贸
易公司等,还包括一家私营公司。

1992年12月28日,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国内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货经纪公司,在国家工
商局注册,开了期货业的先河。

从“流氓”无产者到万通掌舵人

1991年,冯仑也离开了体制。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了海南。早两
年,他参与创办并曾任常务副所长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也回不去
了,他突然成了无业人员。当时在北京经朋友推荐,冯仑投奔牟其中
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他一家借住在西北大学
同学张维迎的北京青年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了牛津大
学。

冯仑的创业方式是“九二派”里最草根的———他和他的合作者
分头借钱,凑在一起也才3万多元,这些钱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
费用上,等拿到执照时,就剩下几百块了。但公司的注册资本却是1�
000万人民币,典型的“皮包”公司。1991年9月13日,一个有着奇怪
名号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成立了。

“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
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近10年里积累
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 冯仑和他创建的万通得以成就。这
是“野蛮生长”的序曲。

故事切面

《规矩和爱》 王涛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7

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讲解如何体
现爱的管教和管教的爱。 规矩和爱不
能偏废。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
无论是科学的杂志还是通俗的育儿必
读都强调要给孩子从小设定界限。

《例外》 毛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

在这个全民影评家的时代， 专业影评
人除了表明更能骂以外，还有什么呢？为寻
找这个“还有什么”，毛尖有意改变了写作
风格。在这个烂片当道的年代，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更需要毛尖的文字。

《美学大师的印象》 邹士方
漓江出版社/2012.6

本书是作者与中国现当代著名
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李
泽厚、蒋孔阳等交往的追忆。作者以
敏锐的眼光勾画出这些美学大师的
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微书情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