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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赢家的背后　　徐万茂坐在宁波四明山区马联村自家门口的竹椅上含饴弄孙之时，一点也不像一
位拥有70亿元资产并管理着数千员工的企业董事局主席，而只像一位普通的乡间老人。
　　这是2011年的春末夏初之际，喜欢戴一副茶色眼镜、提一个老式皮包的徐万茂现在已经67岁了。
作为一个本地人，在这样一个下午坐在自家房子门口晒谷场的徐万茂与四明山及山上的那一片竹海在
一起的画面显得那么和谐，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一个做了多少大事业的企业家。
在这个乡村里，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爷爷，也是外公。
　　就爷爷这个身份来说，徐万茂也是出色的。
现在他的孙子上小学了，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说话不像个小孩，将来一定很有前途。
徐万茂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经常送他上下学。
而在2011年的这个春天，徐万茂坐在竹椅上逗弄的，正是他的这个孙子。
　　在以上这段平淡的叙述里，藏着两个景象。
一个景象就是竹子，马联村乡间晒谷场上的那个徐万茂，身后就是四明山无边无际的竹海。
这种中国江南所特有的植物，素来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美好的象征。
四明山是宁波地区不多见的大山，出产最多的就是竹子，山风一吹，竹叶就发出&ldquo;沙沙&rdquo;
的声响，成为四明山一道独特的风景。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资源，所以竹制品也是四明山的一道特色景观。
在现代化已经遍及中国的今天，那把竹椅&ldquo;顽强&rdquo;地从种种现代化的生活用品里冒出来，
出现在了徐万茂的身下。
它的存在，正如徐万茂身上的那些传统经营理念一样，虽然历久却又弥新。
　　另外一个景象，则要深远得多。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家长，67岁的徐万茂有好几个孙辈。
虽然他们年龄都还不大，但都与徐万茂的事业发生了联系&mdash;&mdash;他的几个孙子孙女都在或者
曾经在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创办以来的名称变更情况：  1971年，成立云洲
竹编工艺品总厂；1981年，成立云洲文教科技器材厂（与竹编厂共存）；1989年，迁厂至宁波西郊，
成立鄞县文教科技器材厂；1990年，更名为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1994年，组建宁波华茂（集团）总
公司；1995年，更名为宁波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更名为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
后又几经重组于2005年正式定名为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书若非特别指出，皆简称为华茂。
1998年，华茂又投资创办了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之后又先后创办了龙游华茂外国语学校和衢州华茂
外国语学校，本书中把三所统称为华茂外国语学校，华外为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简称。
&mdash;&mdash;编者注下属的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里接受教育。
　　对于徐万茂这一代的经营者来说，热爱自己所经营的事业，几乎是一个共性。
做汽车的李书福，开的都是吉利车；做服装的李如成，穿的都是雅戈尔；办学校的徐万茂，其孩子当
然也都在自己的学校上学。
在徐万茂这一代经营者身上，企业与人是分不开的。
他们身上那种把公司当家、把事业当命的经营方式，或许正是他们能成就自己的根本原因。
　　而徐万茂的这种热爱，多少还有一点自信和冒险的成分在。
冒险是因为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一次，因此，如果没有对自己办的学校极度自信的话，这个
险就冒得太大了。
　　不过这种看似冒险的行动，其结果看来不错。
令徐万茂值得骄傲的是，不但徐家早先在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接受教育的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已经
开始在海外留学，其中，他的外孙已经被哈佛商学院录取，而且徐万茂的孙子也在最近的全国新希望
英语大赛中获得了前10名的好成绩。
　　徐万茂办学校，在宁波业界一直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方面，老先生在人生早期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只有小学毕业的水平，因此就办学而言，人们都在怀
疑他能否指挥得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业界人人都知道，办学这回事，赚钱的可能性似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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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既费心又不赚钱的事情，徐万茂为什么执意要去做，更何况1998年开办初期的投入就高达5亿元人
民币之多。
　　5个亿的投入，使得十年之后的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简称华外）今非昔比了。
　　这个从幼儿园到高中十五年一贯制的学校，地处宁波近郊鄞县，2002年宁波撤县建区，这里成为
鄞州区。
在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学校边上都还是稻田。
　　十年之后，来到华茂集团旗下这所被称为华外的学校，正是万物葱茏、草木长成的时候。
在学校行政管理楼后，鸟儿无拘无束地在大树上欢唱，树下日影斑驳&mdash;&mdash;道路两旁树木恣
意疯长，已经把烈日遮盖在外面了。
学校里见缝插针铺下的草坪，都开始显出毛茸茸的毯子状，偶尔可以见到一批学生匆匆忙忙地走过。
在500多亩的华外土地上，这种景象处处可见。
　　在人们批评被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的公立学校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时候，游离在国家和政府
体制之外的华外，正在展示它自己看似柔弱外表背后的力量。
很显然，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是民办学校，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过在办学十年之后，徐万茂反而自信满满地在&ldquo;华外&rdquo;的内部会议上说，宁波华茂外国
语学校要成为培养社会精英的学校。
他的自信，从而何来？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徐万茂的自信不是盲目的。
十年之后，要了解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知名度，也许用这样一个例子会更直接：在宁波，只要有人
告诉出租车司机说去华外，不管本地司机还是外地司机都会把乘客准确地送到鄞州区的这个学校门口
。
不知道华外的司机是不合格的，在宁波，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和一批历史悠久的学校一起被人们称为
是最好的学校，因此这个学校成为了宁波的一个地标。
　　如果读者有耐心把这一本关于徐万茂和华茂创业历史的书都读完的话，就会发现业界关于办学不
赚钱的说法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徐万茂和华茂经历了在教育产业内四十年的摸索，最后才辗转开始办学，而这才是宁波华茂外国语学
校以及整个华茂集团今天能欣欣向荣的主要原因。
这不仅是因为华茂对学校投资的财富力量，更是因为华茂四十年的风雨道路所积累下来的对于教育和
社会的认知。
　　但是与所有人一样，笔者还对徐万茂和华茂的来历抱有极大的兴趣，徐万茂和华茂是经历了一条
什么样的道路，最终使他们决定办学，而且有能力和资本来办这样一所学校？
又是什么样的经历，使得华茂集团在走过四十年风雨的道路之后，骤然发现与自己同时代的企业经营
者已经纷纷倒下，而自己却依然绿树长青、枝繁叶茂？
　　就起步点而言，华茂其生也平凡。
它最早就是四明山区里山民们为了工余多挣点收入而办起来的乡镇小厂。
现在到徐万茂的老家马联村早先的上属行政区划&mdash;&mdash;云洲乡去看，还能见到那个叫做云洲
竹编工艺品总厂的企业最早先的样子。
　　那是一个具有典型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乡村工厂建筑，建筑的半边用来招待客户，虽然外表看似
一般，但里面却有着和宾馆一样的卫生条件和住宿水平，而另外一边就是不折不扣的工厂。
　　在徐万茂管理这家当时叫做云洲竹编工艺品总厂的企业期间，这幢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始陈旧的楼
，是当时整个四明山地区最高的楼。
不难想见，它的存在彰显了当年云洲竹编工艺品总厂的实力。
　　但我们还是有问题要问，为什么徐万茂要把工厂的一半地方拿出来做成招待所？
这个问题一想就能明白，四明山里迎来一个顾客是不容易的，当时交通不发达，客人来了，一旦回不
去，住在哪里？
没有别的地方合适，只有将这个工厂的一半地方改造成不令顾客&ldquo;逃跑&rdquo;的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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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别的，仅仅说这个工厂所在的位置，就可以知道他们当初有多么不易：到现在，这个小厂
要通向四明山外，也只有一条仅可容两车并行的小型盘山路。
这还是主要由华茂出资兴建的。
更早的时候，这条路还是乡间泥路。
　　用&ldquo;山高、路弯、坡急&rdquo;来形容这条路，一点也不夸张。
冬天一下雪，汽车就无法在这条路上通行。
工厂里的老员工说，当初工厂做出产品来，遇上大雪封山，就只能把货物挑出山去了。
　　以这样的条件和水平，如果不是手里有真功夫，很难想象顾客会克服交通不便的困扰，来这个山
区的小厂订购产品。
　　但就是这样一家小厂，创造出了奇迹。
　　在最高峰的时候，由云洲竹编工艺品总厂发展而来的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每年要生产1亿到1.5
亿套中小学生的劳技课手工制作材料。
这意味着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徐万茂领导下的这家企业，已经占领了这个细分市场八成以上的份额。
在整个中国，所有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与这种叫&ldquo;七色花&rdquo;的产品
发生接触。
　　在最早的时候，这种被华茂人（华茂集团员工的简称）称为&ldquo;材料&rdquo;的小产品，每份
不过价值人民币两三毛钱，最贵的时候，它也才卖过三四元钱。
而工厂在制造这个产品上，要经过购买纸张、设计、印刷、包装、运输等十余道环节。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公司走出了四明山，走向了全中国。
而我们前文中说到的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其5亿元的创办资金也是从这一张张完全不起眼的&ldquo;
材料&rdquo;中，一分一厘地积攒起来的。
　　站在徐万茂背后的，是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给人民的自由。
徐万茂说，不管他有多忙，每天晚上他必做的事情是7点到7点半看中央电视台的&ldquo;新闻联
播&rdquo;。
这个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成为技术能手、业务骨干和企业经营者的宁波人，在政府不断给出的经济
自由空间里，始终站在潮头，为着自己的梦想，自觉遵循市场经济中&ldquo;做更有价值的事&rdquo;
的原则，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的朴素思想，从无到有地为自己、为原本贫穷的村民同事，也为整
个国内的教育界，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现在，徐万茂已经快70岁了，不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却是健康和坚强。
这个看起来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的老人，依然试图努力奋斗。
在人们普遍指责国内教育改革失败，很多人都感到教育的成功之路在国内传统体制下几乎无法生存的
时候，这个老人却不弃不舍，仍然在那所500亩的华外校园里尝试，试图用行动来走出一条新路。
　　甚至最近，他又有了新动作： 华茂投资18亿元，在宁波美丽的东钱湖边建立一个国际教育论坛。
徐万茂希望，如果国内的教育没有很大的突破的话，他和华茂愿意用这笔投资搭起促进东西方文化教
育之间沟通的桥梁。
　　徐万茂很清楚，他要做的事，在他的有生之年，很可能也就只能开个头。
中国人说：&ldquo;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rdquo;要把一个教育的实验做出成果来，可能就要几十年时间，更何况是要做一个影响国内教育整个
格局的论坛呢？
&ldquo;华外要办好，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rdquo;徐万茂说。
　　但是他还有子子孙孙，还有志同道合的同事。
对于这样一件看起来神圣甚至是有点庄严的事情，徐万茂认为：企业，赚钱就开张，亏钱就关门；但
学校不一样，它是需要时间来滋养的。
所以也许华茂的其他企业有可能倒闭，但华外却是华茂百年基业的保障。
　　当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您会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
　　而也许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政府给人民以自由之时，人民将还社会以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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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开始这一段华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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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茂集团作为中国500强企业之一，默默专注于教育行业几十年，试图做出一所全国最好的学校，
走出一条最适合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
本书将为读者介绍是什么让华茂有此理想，几十年如一日追寻最佳教育路径？
在民办学校经营日益艰难的情况下，华茂办学如何维持？
许万茂是如何在教育领域内闯出一片天地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学有道>>

作者简介

　　郑作时
财经作家，曾任《南风窗》高级记者，中国本土最佳商业作者之一。
著有中国最著名企业家传记《希望永行——中国首富刘永行自述》、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史
《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中国最杰出民营造车企业评传《汽车“疯子”李书福》，以及
公司史著作《阳光基业》、《领先的背后——一家港资企业的百年成长经验》等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学有道>>

书籍目录

序一  百年华茂自可期张保庆
序二  中国需要怎样的企业吴晓波
前言  赢家的背后
第一章
  1991年
  开在工厂里的鉴定会
  怎样拿到入场券
  梦想是现实的
第二章
  春天的二十个瞬间(一)：
  华茂的创建
  大写的篾匠
  厂长徐万茂的一把火
  信任的成本
第三章
  春天的二十个瞬间(二)：
  转型之路
  转型的原因及困境
  华茂搬迁和徐万茂度过危机
  从一个人的梦想到一群人的努力
  拿到前门的钥匙(一)
  拿到前门的钥匙(二)
第四章
  春天的二十个瞬间(三)：
  走向辉煌
  实现一个梦想有多少路要走
  “七色花”的内心
  黄金时代
  深耕人心
第五章
  转制与交班
  股份制与多元化
  资产背后的人
  意外之险
  徐立勋接班
  接班的漫长路线
第六章
  徐万茂的新学校
  第二次创业
  难  处
  可能性
  人  才
  分  歧
第七章
  华茂外国语学校要走什么路?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学有道>>

  纷争
  徐万茂的选择与放弃
  学校里的劳与资
第八章
  教学具产业的变革
  从放权的徐万茂到打开局面的徐立勋
  小徐总的新动作
  华茂教学具产业的二次崛起路径
第九章
  作为教改尖兵的华茂外国语学校
  终极的目标和华外的动作
  从传统教育中挣脱出来
  如何走在潮流前面
  华外的相对优势和扩张的可能性
第十章
  华茂外国语学校的努力
  两位家长反馈中的华外
  从理念到实践的华外路径
  徐万茂的更深困惑与华外的追求
第十一章
  第三次创业
  东钱湖边上的梦
  认  可
  专业化集团的大厦基石
第十二章
  赤子之心
  徐家与华茂
  创业英雄本凡人
  上善如泉
附录一  华茂集团一览图
附录二  华茂集团大事记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学有道>>

章节摘录

　　序一　 百年华茂自可期　　张保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放眼国内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能称得上真正成熟的企业家并不多。
与此同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倒不少。
而徐万茂先生则可当之无愧地入立真正成熟、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之列。
　　做企业如做人。
关键不是要去&ldquo;做&rdquo;，而是要懂得如何去&ldquo;做&rdquo;，应讲求品味和境界。
做人，必先自立有业，然后苦心志，劳筋骨，历忧患，尝成败，渐次做到不惑、知命、耳顺，最后方
可臻至&ldquo;从心所欲、不逾矩&rdquo;的境界。
民间有云，&ldquo;富不三代&rdquo;、&ldquo;家难愈三世&rdquo;。
为此，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首先要懂得健康、持续的发展是企业的生命，继而则要懂得必须潜心寻
求保证企业的历久弥新、长盛不衰之道。
国学大师王国维生前曾曰：&ldquo;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lsquo;昨夜西风
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rsquo;此第一境也。
&lsquo;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rsquo;此第二境也。
&lsquo;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rsquo;此第三境也。
&rdquo;四十年来，徐万茂先生率领着他的团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迭克万难，奋勇拼搏，先后完
成了对企业的四次转型、三次制度改革，从而使企业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达到了应该达到的高
峰。
与此同时，在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相濡以沫的过程中，徐万茂先生个人的胆识、胸襟、气度和品
位，亦依次超越了王国维先生所讲的第一、第二境界，信步游刃于第三境界。
　　做企业如做人，要讲信仰和理念。
在做人方面，信仰是人类对崇高价值标准的敬仰和追求，是一个人生命的精神支柱；在做企业方面，
信仰的体现则是理念。
理念是企业内部的灯塔，照亮着企业的发展之路，指引着企业的前进方向。
四十年来，徐万茂先生率领着他的团队，通过在商海的摸爬滚打，历尽艰难苦辛，备尝酸甜苦辣，逐
渐探索积累出一套独特的、他人不敢言及的企业理念。
诸如：&ldquo;做到比说到难，智慧比知识难，守业比创业难&rdquo;，&ldquo;不跟风，不眼红，一心
一意做自己的事&rdquo;，&ldquo;发展就是做有价值的事&rdquo;，&ldquo;制度大于总裁&rdquo;
，&ldquo;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rdquo;，&ldquo;做大企业尤其在于做人&rdquo;，&ldquo;可持续
发展比赢利更重要&rdquo;，&ldquo;清醒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rdquo;，&ldquo;永远做有理想
、有人格的企业&rdquo;，&ldquo;先人一步，天宽地阔&rdquo;，&ldquo;先做人，后做事&rdquo;
，&ldquo;做别人不想做的事&rdquo;，&ldquo;做别人不能做的事&rdquo;，&ldquo;把个人利益放下，
存心为社会服务&rdquo;&hellip;&hellip;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急功近利之风猖獗的今天，华茂
集团能形成并敢于执著地践行上述这些理念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足以令人感佩的。
靠着这些理念，华茂集团成功地走到了现在。
我坚信，靠着这些理念，华茂集团一定会走出明天更大的辉煌。
　　做企业如做人，应敏于选择。
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在其成长或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许多路要走，但最紧要处就是那么两
三步。
对这两三步如何把握，要靠选择。
而选择本身，有时是极其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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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了，就是机遇和成功；选择错了，则意味着挑战与失败。
做出准确选择的前提，是真本事、大智慧、高眼界。
细读华茂集团的发展史，在其几次成功的产业转型中，徐万茂先生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
先是矢志不渝地选择教学具和仪器作为自己企业的主打产品，继而又选择兴办教育实业，斥资五亿多
创建民办华茂外国语学校。
最后又不惜工本，投资18亿，举办国际教育论坛。
同时，在企业内部又进一步确立了&ldquo;教育是立业之本&rdquo;、&ldquo;教育事业、教育产业互相
促进&rdquo;的长远发展战略。
大家都知道，教育的根本属性是崇高的公益事业，其重要的内在规律之一是办学过程的长周期性和效
益的滞后性。
因此，对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来说，是绝对不会投资办教育的。
而徐万茂先生则不然。
他对教育可谓情有独钟，心诚志坚。
这其中固然有其身上尊师重教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则是源于他对教育重要性和教育规律的
深刻理解和认识，源于他对国家、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源于他对财富的独特使用理念，源于他对人生
目标与价值的不断追求。
徐万茂先生心甘情愿地兴办&ldquo;华茂外国语学校&rdquo;的根本动机，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
为百年华茂立基业。
因为他早已清醒地意识到，培养人、用好人是做大事业的保障与关键。
在我国公办教育资源尚不均衡、办学模式还存在不少缺陷的状况下，他力图通过举办民办学校，对公
办教育资源尽一份&ldquo;拾遗补缺&rdquo;之心，对在公办学校暂时还未进行的一些改革进行大胆探
索，创出一条改革办学的新路。
为此，他曾多次坚定地说：&ldquo;我不在乎利润，只想好好办一个学校。
&rdquo;至于举办国际教育论坛，徐万茂先生则想得更深更远，旨在为中外教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
国外一些成功的办学理念和经验能借鉴、移植入国内的教育体系，同时亦可润及华茂集团自身的办学
实践。
这些年徐万茂先生经常提及的几句话，就是&ldquo;我们的企业取之教育，用之于教育&rdquo;
，&ldquo;要及时回报教育&rdquo;。
为兑现自己的理念和承诺，他除了尽心从事上述的办学实践外，还先后捐资一亿多元，用于支持一些
地方发展教育，资助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最后，连同他自己最珍爱的书画收藏也用到了教育方面。
什么叫高尚？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到了像徐万茂先生这样的境地，就当之无愧于&ldquo;高尚&rdquo;这两个字了
。
　　古人云：善始者未必善终，善终者未必善成。
四十年来，华茂集团已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善始善终善成的轮回。
我衷心地祝愿并希望华茂集团在今后的四十年、一百年，能顺利地再完成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
善始善终善成的轮回。
　　写至此，仍感言犹未尽，情不自禁地从脑海里蹦出四句打油诗来。
现录于后，权作本文的结尾：　　百年华茂自可期，前浪后浪竞天齐。
　　风云际会凌绝顶，敢立强林在前席。
　　序二　 中国需要怎样的企业　　吴晓波 /财经作家、&ldquo;蓝狮子&rdquo;图书出版人　　做企业
研究这些年，总会有人问我：&ldquo;你能告诉我什么企业才是好的企业吗？
&rdquo; 许多时候，我无言以对。
　　在浙江的企业家中，鲁冠球算得上资格最老的之一。
记得十几年前我最早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想造汽车，这个想法早在他刚做万向时就有了。
在而后漫长的时间里，他就朝着这个梦想如龟般一步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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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每次见面，他都会笑眯眯地告诉我，他离曾经的梦想更近了。
　　我常常对此心怀感喟。
在我们这个崇尚发展速度、追寻商业奇迹的国度里，鲁冠球似的企业经营理念往往遭受忽视、冷落甚
至善意的嘲笑，&ldquo;造一辆汽车，需要每个环节都掌握吗&rdquo;？
没人喜欢这种情节的故事，然而，最后成功的可能就是他。
从目前看，中国真正具备独立造车实力的企业，没有哪家会排在万向前面。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著有一书，名为《钝感力》，该词意指一个人应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
而无视一切艰难险阻，而这是&ldquo;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rdquo;。
将这个概念移植到企业界来看的话，万向便是具备了&ldquo;钝感力&rdquo;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往往胸怀远大，因此耐得住寂寞，愿意踏踏实实地朝着目标一步步赶路，它不在意市
场甚至有时不在意消费者，这不是说它不善经营、对市场无知，而是它执著于更长远的利益而不计较
眼前的得失。
而结果往往是，这样的企业因为愿景清晰、产品优质而变得足够优秀，在自己所在的行业难觅敌手。
一个细节是，这类企业往往带有很强的家族色彩。
　　德国的赫尔曼&middot;西蒙教授将此类企业称之为&ldquo;隐形冠军&rdquo;。
他认真研究过德国上百家这类企业，他认为是这些企业支撑了德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工业声誉。
它们无一不是在某一行业浸淫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不求虚浮之名而专注于提供优秀产品
的&ldquo;钝感力&rdquo;企业。
而在中国，特别是江浙一带，也不乏这样的&ldquo;钝感力&rdquo;企业。
窃以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最为需要的企业。
　　当我读罢华茂的书稿时，我确信，我们又发现了一家这样的好企业。
　　华茂以竹制品起家，然而其当家人徐万茂却从一开始便执著于教育的理想，为此在长达七八年的
时间里，华茂保留着不盈利甚至亏损的教具产品。
这种抉择，非有大梦想者不能坚持。
其后又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与探索，华茂最终形成了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产业链。
回首视之，徐万茂为这个理想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
　　从所谓的数据上看，华茂或许不是中国最赚钱、最有名气、最受追捧的那类企业，然而，它却是
那些最有价值企业中的一员。
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得以静下心来去了解 &ldquo;做企业&rdquo;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在另外一个层面
上让我们反思该如何判断一个企业的价值，其评判的标准远非营业额、销售收入或者利润这些简单的
数据，而是要看这家企业是否真的提供了好的产品，是否真的对社会产生了长久而正向的影响。
而这，或许是中国企业一直欠缺、至今仍未及格的一课。
　　我们目睹的更多的是企业因为经济利益而忽略了企业存在的本质&mdash;&mdash;提供好的产品。
与之相比，1971年开始创业的徐万茂则有着近乎悟道的体会：&ldquo;企业与人一样，都是因为精通，
所以出色，因为出色，所以赢得消费者，最后利益随之而来。
而追着短期利益跑，常常是疲累而没有结果。
这是我四十年经商的经验。
&rdquo;其言谆谆，当是中国企业界的一剂清醒药。
　　作为蓝狮子的作者，郑作时曾经写过很多优秀的大企业，从希望集团到阿里巴巴，从永煤集团到
中华煤气，这些大企业无一不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因此当他主动要求写一写华茂这家企业时，我
还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他去观察这家&ldquo;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大&rdquo;的企业呢？
　　当他把完成的书稿拿出时，我知道他确实有一个可以说服自己也能说服别人的理由。
而且，无论别人如何看待，在他眼中，一家实现了&ldquo;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rdquo;的企业便是
好企业。
在书中，他念兹在兹，能够让读者深切感知到他对这家企业的认同感。
我虽不免担心这会妨碍他笔下的客观性，然而，谁又会写一家自己都不认可的企业呢？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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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前言  赢家的背后　　徐万茂坐在宁波四明山区马联村自家门口的竹椅上含饴
弄孙之时，一点也不像一位拥有70亿元资产并管理着数千员工的企业董事局主席，而只像一位普通的
乡间老人。
　　这是2011年的春末夏初之际，喜欢戴一副茶色眼镜、提一个老式皮包的徐万茂现在已经67岁了。
作为一个本地人，在这样一个下午坐在自家房子门口晒谷场的徐万茂与四明山及山上的那一片竹海在
一起的画面显得那么和谐，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一个做了多少大事业的企业家。
在这个乡村里，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爷爷，也是外公。
　　就爷爷这个身份来说，徐万茂也是出色的。
现在他的孙子上小学了，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孩子说话不像个小孩，将来一定很有前途。
徐万茂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经常送他上下学。
而在2011年的这个春天，徐万茂坐在竹椅上逗弄的，正是他的这个孙子。
　　在以上这段平淡的叙述里，藏着两个景象。
一个景象就是竹子，马联村乡间晒谷场上的那个徐万茂，身后就是四明山无边无际的竹海。
这种中国江南所特有的植物，素来被人们赋予了很多美好的象征。
四明山是宁波地区不多见的大山，出产最多的就是竹子，山风一吹，竹叶就发出&ldquo;沙沙&rdquo;
的声响，成为四明山一道独特的风景。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资源，所以竹制品也是四明山的一道特色景观。
在现代化已经遍及中国的今天，那把竹椅&ldquo;顽强&rdquo;地从种种现代化的生活用品里冒出来，
出现在了徐万茂的身下。
它的存在，正如徐万茂身上的那些传统经营理念一样，虽然历久却又弥新。
　　另外一个景象，则要深远得多。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家长，67岁的徐万茂有好几个孙辈。
虽然他们年龄都还不大，但都与徐万茂的事业发生了联系&mdash;&mdash;他的几个孙子孙女都在或者
曾经在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创办以来的名称变更情况：  1971年，成立云洲
竹编工艺品总厂；1981年，成立云洲文教科技器材厂（与竹编厂共存）；1989年，迁厂至宁波西郊，
成立鄞县文教科技器材厂；1990年，更名为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1994年，组建宁波华茂（集团）总
公司；1995年，更名为宁波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更名为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此
后又几经重组于2005年正式定名为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书若非特别指出，皆简称为华茂。
1998年，华茂又投资创办了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之后又先后创办了龙游华茂外国语学校和衢州华茂
外国语学校，本书中把三所统称为华茂外国语学校，华外为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简称。
&mdash;&mdash;编者注下属的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里接受教育。
　　对于徐万茂这一代的经营者来说，热爱自己所经营的事业，几乎是一个共性。
做汽车的李书福，开的都是吉利车；做服装的李如成，穿的都是雅戈尔；办学校的徐万茂，其孩子当
然也都在自己的学校上学。
在徐万茂这一代经营者身上，企业与人是分不开的。
他们身上那种把公司当家、把事业当命的经营方式，或许正是他们能成就自己的根本原因。
　　而徐万茂的这种热爱，多少还有一点自信和冒险的成分在。
冒险是因为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一次，因此，如果没有对自己办的学校极度自信的话，这个
险就冒得太大了。
　　不过这种看似冒险的行动，其结果看来不错。
令徐万茂值得骄傲的是，不但徐家早先在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接受教育的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已经
开始在海外留学，其中，他的外孙已经被哈佛商学院录取，而且徐万茂的孙子也在最近的全国新希望
英语大赛中获得了前10名的好成绩。
　　徐万茂办学校，在宁波业界一直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方面，老先生在人生早期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只有小学毕业的水平，因此就办学而言，人们都在怀
疑他能否指挥得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业界人人都知道，办学这回事，赚钱的可能性似乎太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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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费心又不赚钱的事情，徐万茂为什么执意要去做，更何况1998年开办初期的投入就高达5亿元人
民币之多。
　　5个亿的投入，使得十年之后的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简称华外）今非昔比了。
　　这个从幼儿园到高中十五年一贯制的学校，地处宁波近郊鄞县，2002年宁波撤县建区，这里成为
鄞州区。
在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学校边上都还是稻田。
　　十年之后，来到华茂集团旗下这所被称为华外的学校，正是万物葱茏、草木长成的时候。
在学校行政管理楼后，鸟儿无拘无束地在大树上欢唱，树下日影斑驳&mdash;&mdash;道路两旁树木恣
意疯长，已经把烈日遮盖在外面了。
学校里见缝插针铺下的草坪，都开始显出毛茸茸的毯子状，偶尔可以见到一批学生匆匆忙忙地走过。
在500多亩的华外土地上，这种景象处处可见。
　　在人们批评被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的公立学校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的时候，游离在国家和政府
体制之外的华外，正在展示它自己看似柔弱外表背后的力量。
很显然，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是民办学校，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过在办学十年之后，徐万茂反而自信满满地在&ldquo;华外&rdquo;的内部会议上说，宁波华茂外国
语学校要成为培养社会精英的学校。
他的自信，从而何来？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徐万茂的自信不是盲目的。
十年之后，要了解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知名度，也许用这样一个例子会更直接：在宁波，只要有人
告诉出租车司机说去华外，不管本地司机还是外地司机都会把乘客准确地送到鄞州区的这个学校门口
。
不知道华外的司机是不合格的，在宁波，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和一批历史悠久的学校一起被人们称为
是最好的学校，因此这个学校成为了宁波的一个地标。
　　如果读者有耐心把这一本关于徐万茂和华茂创业历史的书都读完的话，就会发现业界关于办学不
赚钱的说法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徐万茂和华茂经历了在教育产业内四十年的摸索，最后才辗转开始办学，而这才是宁波华茂外国语学
校以及整个华茂集团今天能欣欣向荣的主要原因。
这不仅是因为华茂对学校投资的财富力量，更是因为华茂四十年的风雨道路所积累下来的对于教育和
社会的认知。
　　但是与所有人一样，笔者还对徐万茂和华茂的来历抱有极大的兴趣，徐万茂和华茂是经历了一条
什么样的道路，最终使他们决定办学，而且有能力和资本来办这样一所学校？
又是什么样的经历，使得华茂集团在走过四十年风雨的道路之后，骤然发现与自己同时代的企业经营
者已经纷纷倒下，而自己却依然绿树长青、枝繁叶茂？
　　就起步点而言，华茂其生也平凡。
它最早就是四明山区里山民们为了工余多挣点收入而办起来的乡镇小厂。
现在到徐万茂的老家马联村早先的上属行政区划&mdash;&mdash;云洲乡去看，还能见到那个叫做云洲
竹编工艺品总厂的企业最早先的样子。
　　那是一个具有典型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乡村工厂建筑，建筑的半边用来招待客户，虽然外表看似
一般，但里面却有着和宾馆一样的卫生条件和住宿水平，而另外一边就是不折不扣的工厂。
　　在徐万茂管理这家当时叫做云洲竹编工艺品总厂的企业期间，这幢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始陈旧的楼
，是当时整个四明山地区最高的楼。
不难想见，它的存在彰显了当年云洲竹编工艺品总厂的实力。
　　但我们还是有问题要问，为什么徐万茂要把工厂的一半地方拿出来做成招待所？
这个问题一想就能明白，四明山里迎来一个顾客是不容易的，当时交通不发达，客人来了，一旦回不
去，住在哪里？
没有别的地方合适，只有将这个工厂的一半地方改造成不令顾客&ldquo;逃跑&rdquo;的客房。
　　不用说别的，仅仅说这个工厂所在的位置，就可以知道他们当初有多么不易：到现在，这个小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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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向四明山外，也只有一条仅可容两车并行的小型盘山路。
这还是主要由华茂出资兴建的。
更早的时候，这条路还是乡间泥路。
　　用&ldquo;山高、路弯、坡急&rdquo;来形容这条路，一点也不夸张。
冬天一下雪，汽车就无法在这条路上通行。
工厂里的老员工说，当初工厂做出产品来，遇上大雪封山，就只能把货物挑出山去了。
　　以这样的条件和水平，如果不是手里有真功夫，很难想象顾客会克服交通不便的困扰，来这个山
区的小厂订购产品。
　　但就是这样一家小厂，创造出了奇迹。
　　在最高峰的时候，由云洲竹编工艺品总厂发展而来的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每年要生产1亿到1.5
亿套中小学生的劳技课手工制作材料。
这意味着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徐万茂领导下的这家企业，已经占领了这个细分市场八成以上的份额。
在整个中国，所有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与这种叫&ldquo;七色花&rdquo;的产品
发生接触。
　　在最早的时候，这种被华茂人（华茂集团员工的简称）称为&ldquo;材料&rdquo;的小产品，每份
不过价值人民币两三毛钱，最贵的时候，它也才卖过三四元钱。
而工厂在制造这个产品上，要经过购买纸张、设计、印刷、包装、运输等十余道环节。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公司走出了四明山，走向了全中国。
而我们前文中说到的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其5亿元的创办资金也是从这一张张完全不起眼的&ldquo;
材料&rdquo;中，一分一厘地积攒起来的。
　　站在徐万茂背后的，是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给人民的自由。
徐万茂说，不管他有多忙，每天晚上他必做的事情是7点到7点半看中央电视台的&ldquo;新闻联
播&rdquo;。
这个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成为技术能手、业务骨干和企业经营者的宁波人，在政府不断给出的经济
自由空间里，始终站在潮头，为着自己的梦想，自觉遵循市场经济中&ldquo;做更有价值的事&rdquo;
的原则，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的朴素思想，从无到有地为自己、为原本贫穷的村民同事，也为整
个国内的教育界，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现在，徐万茂已经快70岁了，不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却是健康和坚强。
这个看起来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的老人，依然试图努力奋斗。
在人们普遍指责国内教育改革失败，很多人都感到教育的成功之路在国内传统体制下几乎无法生存的
时候，这个老人却不弃不舍，仍然在那所500亩的华外校园里尝试，试图用行动来走出一条新路。
　　甚至最近，他又有了新动作： 华茂投资18亿元，在宁波美丽的东钱湖边建立一个国际教育论坛。
徐万茂希望，如果国内的教育没有很大的突破的话，他和华茂愿意用这笔投资搭起促进东西方文化教
育之间沟通的桥梁。
　　徐万茂很清楚，他要做的事，在他的有生之年，很可能也就只能开个头。
中国人说：&ldquo;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rdquo;要把一个教育的实验做出成果来，可能就要几十年时间，更何况是要做一个影响国内教育整个
格局的论坛呢？
&ldquo;华外要办好，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rdquo;徐万茂说。
　　但是他还有子子孙孙，还有志同道合的同事。
对于这样一件看起来神圣甚至是有点庄严的事情，徐万茂认为：企业，赚钱就开张，亏钱就关门；但
学校不一样，它是需要时间来滋养的。
所以也许华茂的其他企业有可能倒闭，但华外却是华茂百年基业的保障。
　　当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您会发现，他说的，都是真的。
　　而也许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政府给人民以自由之时，人民将还社会以奇迹。
　　让我们开始这一段华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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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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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是强国之本。
徐万茂先生以其睿智将企业利益与民族教育事业紧密相系，创办学校，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华茂四十
年的历程，验证了其文化关怀的前瞻性，也预示着未来的辉煌。
郑作时编著的《商学有道：徐万茂与华茂的教育之路》讲述了徐万茂创办华茂集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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