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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企业家，几乎每一次都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习惯，写作时一定要把采访对象的照片摆在面前。
动笔之前，我会长时间地凝视照片中的人物：看他（她）的眼睛，看他（她）的眉宇，看他（她）脸
上的棱角。
看着，看着，我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于是才提笔写来⋯⋯人物访谈是一种很平常的新
闻体裁，但如何在一篇三、五千字的访谈录里浓缩一个企业家多年的创业历程？
如何提炼出企业家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经营理念？
如何揭示一个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
如何刻画一个人物丰满的形象？
要做到这些，至少在我做来是很吃力的。
但我却梦想自己所采写的访谈录可以尽可能地达到上述要求。
而记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采访的匆忙性。
许多时候，与企业家的对话只有一两个小时，最短的甚至只有几分钟。
如何在短时间里搭准企业家的脉搏，捕捉到人物形象最闪光的亮点？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人物个性，我坚持这么些原则：没有当面采访过的人物不写；找不出一个人物
的独到之处，不写；采访之后仍找不到感觉，没有心灵触动的不写。
作为浙江经济报社的一名记者，我有幸接触并认识了许多企业家朋友。
一次又一次，当我担心这么多的人物是否会产生写作上的雷同化时，一个群体的形象却开始在我的心
里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浙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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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话浙商》选录了作者所采写的部分企业家访谈录、作者写的几篇有关企业家的随笔，并附录
了采写的有关浙江区域经济的相关报道作为背景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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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玉婴，女，1964年6月生。
浙江经济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
个人网站：徐王婴新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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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浙商为什么？
  第一章 资本英雄  第二章 冲浪人生  第三章 儒商激情  第四章 少帅传奇  第五章 国企留守者  第六章 职
业经理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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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
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
、大盐商、洋铜商等。
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
关于明清⋯两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两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只是个别现象
，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
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
不合拍性。
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
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
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
（1464-1505年）年问形成商帮集团。
明嘉靖（152卜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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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就要交给出版社了，虽然没有那种得胜还朝似的喜悦和成就感；还是有一种激动的心情。
凶为我知道，哪怕是并不成功的努力，我的这本书里还是凝聚了许多的关爱、许多的友情。
先说我的单位。
是我所工作的报纸开设了企业家周刊这样的版面，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企业家朋友。
许多题目都是报社领导亲自布置的，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更是凝聚了报社许多同志的心血。
总编辑黄国文，副总编辑卜玉超、张柏兴，编委刘冬赋等领导和其他同事都为我改过文稿。
报社技术部、校对部的同事们也为我的文章的发表付出过不少心血。
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费强社长在审阅我的书稿后，提出了指导意见。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浙江省上市办的领导和同事。
他们牵头的“打造浙江板块”的采访行动使我有机会走访了许多上市公司，一些采访还是在一卜市办
副主任颜春友的陪同下进行的。
浙江大学七十多岁的徐天琪教授更是积极催促我采写企业家和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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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写企业家，几乎每一次都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习惯，写作时一定要把采访对象的照片摆在面前。
动笔之前，我会长时间地凝视照片中的人物：看他（她）的眼睛，看他（她）的眉宇，看他（她）脸
上的棱角。
看着，看着，我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于是才提笔写来⋯⋯    人物访谈是一种很平常的
新闻体裁，但如何在一篇三、五千字的访谈录里浓缩一个企业家多年的创业历程？
如何提炼出企业家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经营理念？
如何揭示一个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
如何刻画一个人物丰满的形象？
    要做到这些，至少在我做来是很吃力的。
但我却梦想自己所采写的访谈录可以尽可能地达到上述要求。
    而记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采访的匆忙性。
许多时候，与企业家的对话只有一两个小时，最短的甚至只有几分钟。
如何在短时间里搭准企业家的脉搏，捕捉到人物形象最闪光的亮点？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人物个性，我坚持这么些原则：没有当面采访过的人物不写；找不出一个人
物的独到之处，不写：采访之后仍找不到感觉，没有心灵触动的不写。
    作为浙江经济报社的一名记者，我有幸接触并认识了许多企业家朋友。
一次又一次，当我担心这么多的人物是否会产生写作上的雷同化时，一个群体的形象却开始在我的心
里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浙商群体。
    此刻，浙商的形象在我眼前很亲切。
“中国第一商人”汪力成，国药传人冯根生，财富榜上的风流人物南存辉、黄巧灵，产业英雄王建沂
，教授老总陈平，儒商章鹏飞，海归代表夏建统，少帅苏显泽，网络精英孙德良，职业经理人胡小平
、厉玲等等。
一个个叱咤风云于商场的人物，用他们鲜明的个性，用他们充满思辩的睿智和激情澎湃的创业热情感
染了我。
而直接引发我写作此书的还有一个较为“理性”的原因——    在杭州举办的一个有关工业园区的国际
论坛活动上，来自台湾的经济学教授黄春兴给我讲了这么一段话：    “昨天，我在浙江大学演讲，我
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们，生产要素有哪些？
他们的回答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知识，令我惊奇的就是没有学生提出企业家。
这是危险的信息，好像生产可以没有企业家。
事实上，浙江经济之所以令人瞩目，我今天之所以自费飞到杭州，参加这个论坛，牵引我的就是浙江
的企业家。
”    黄教授的话令我警醒地意识到：作为一名财经记者，及时地向社会传播企业家精神应该是他义不
容辞的责任。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之一就在于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创新精神
的企业家。
而浙江经济要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态势，浙江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并提高城市化水平，其推动力量
之一亦是企业家精神。
    是的，浙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历史上的永嘉学派使浙东地区成为最早传播商业观念的地区；  拨浪鼓文化的诞生使浙江成为中国最
早孕育市场经济文化的十壤之一：近代浙东商人在全国经济舞台更是叱咤风云，独占鳌头：改革开放
以来，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浙江商人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谱写了一曲曲创业之歌，为浙江经济
的发展唱出了时代强音。
    本书选录了我所采写的部分企业家访谈录，并附录了我采写的有关浙江区域经济的相关报道作为背
景资料，同时还收录了我写的几篇有关企业家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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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章在《浙江经济报》刊登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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