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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乌坎村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体现了理性和妥协精神，村民与政府双赢，乡村民主自治出现新局

面。3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私下包产到户，地方官员也曾建议“严肃处理”，万里、邓小平却以此为

契机，启动农业改革。小岗村是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乌坎村或许将成为社会改革的探路人。

盛宏清 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

房地产投资不再是居民的投资首选。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偏好“房地产投资”的居民为

16.5%，较上季大幅下降7.1个百分点。取而代之的是投资“基金、理财产品”22.5%，其他依次为

“债券投资”16.4%，“股票投资”9.7%；其中,债券投资已连续六个季度上升。

记者：安徽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不

少外省企业家的身影，在皖企业家抱

团发展似乎成了一种趋势，“抱团”能

带来哪些利好消息？

程必定：商会搭建起了企业和政

府沟通的桥梁，为招商引资和承接产

业转移发挥积极作用，这点是毋庸置

疑的，商会发挥更多的是社会组织的

功能，在政府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

移的中心工作中，当先锋、挑重担，搭

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促进两省

文化、经济等交流越来越亲近。

而对于身处商会的企业来说，抱

团也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促进企

业自身的转型和升级。

记者：今年8家异地商会刚刚成

立，在借鉴之前商会发展的经验基础

上，还得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

程必定：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发

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是个薄弱环

节，商会这种形式应该提倡和支持，

但成立商会仅仅是第一步。

最关键的是，商会在“牵线搭桥”的

过程中，应该对两地的产业、社会等基

本情况多做了解，把符合产业政策的企

业转移到安徽，做好企业和政府的“红

娘”，服务企业，促进多方面的共赢。

商会还得多当“红娘”
安徽省政府参事、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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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的力量有多强大？蚁群

或许能给出最好的解释：看似微不

足道的蚂蚁，拥在一起，力量是不

可想象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从

反面反映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因地缘亲近，企业家团

结在一起，商会就这样自然而然地

形成了。尤其是在异地，更多了一

层“老乡见老乡”的乡情。而今年，

在安徽，异地商会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繁荣，接连有 8 家异地商会“扎

堆”开花。商会里有哪些鲜为人知

的故事？它在经济往来中又扮演

着怎样的角色？

记者 沈娟娟 星级记者 宛月琴/文

程兆/图

12 月 21 日，在合肥市阜阳路富康大

厦，王惠英的办公室，一排排摆放着很多

关于宁波籍企业家的杂志。透过这些杂志

的封面，“世界船王”包玉刚，网易“掌门

人”丁磊、银泰集团沈国军、杉杉集团郑永

刚等“闪亮”在眼前。

作为合肥宁波商会的副秘书长，自称

是“宁波二代”的王惠英结缘商会后，便经

常和宁波在合肥的企业家“打交道”。在

她的印象里，甬商勤奋耐劳，有着一般人

难有的韧性。

在王惠英的名片上，这样的字眼颇引

人关注：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

建设宁波。据说，这是 1984年 8月 1日邓

小平同志在北戴河听取谷牧同志关于沿海

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汇报，在谈到

宁波工作时的指示。很多年来，这句话一

直激励着“宁波帮”的奋进，在合肥宁波商

会所有工作人员的名片上，都把这句话放

在了显眼的位置。

王惠英告诉记者，现在的合肥宁波商

会有会员单位56家，主要从事贸易、房地

产、建筑安装、环境设备、家用电器、电工

电器、印刷、纺织服装、IT、广告传媒、餐饮、

金融等相关产业。她透露，每年，这些在

合肥的宁波企业家们都会聚上几次。他们

中的很多至今乡音未改，叙叙乡情，谈谈

各自发展的情况，相互沟通信息，交流看

法，也为宁波、安徽两地的经济往来牵线

搭桥。

合肥“宁波帮”

在这么多宁波到皖的企业家中，

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便是合

肥宁波商会的“元老”们也说不清楚。

商会秘书长胡连盛回忆：细想起来，

宁波人来安徽大致分为几种情况，从

中或许从追溯到宁波企业在安徽的

创业史。一种情况是毕业分配，像他

自己1965年从农业机械专业毕业后，

分配到了安徽，先是在农机厂工作，

而后辗转又领衔创办了合肥摩托车

厂，直至退休。另一种情况，是整体

内迁而来，比如说当时的合肥日用化

工厂，就是生产芳草牙膏的企业，现

任合肥宁波经济促进会秘书长的郑

元龙就曾是这家工厂的书记。通过

内迁也让很多宁波人落户到合肥，像

王惠英的父母。还有一种就是安徽

招工而来。虽然这些都是计划经济

时代的产物，但无疑让大量的宁波人

在安徽“开花结果”，而这些宁波人的

后辈往往在企业界都颇有建树。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活跃。

不少宁波人也开始在安徽寻找商

机。这个时期，宁波当地知名的服装

企业雅戈尔集团副总经理廖永华就

被派来安徽开辟市场，时间是上世纪

80年代。

“青春”闪耀在合肥影像22

在合肥的长江中路，雅戈尔的专

卖店已经屹立了很多年，廖永华也成

为商会的会长，成为合肥众多“宁波

帮”成员的带头大哥。而现在的雅戈

尔，是宁波最大的房地产商，拥有宁

波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也是宁波

银行的大股东，也早已登陆资本市

场。

而在1983年的宁波，它还是一家

名为“青春服装厂”的小企业。廖永

华第一次来合肥时，卖的衣服也不叫

雅戈尔。若干年后，廖永华对当年在

合肥的“闯荡”感慨良多。“1989年，我

们开始与合肥百大合作，一年在百大

的销售额十几万吧。”

1991年，青春服装厂更名为雅戈

尔。而1992年的合肥百大柜台开始

第一次“敞开”销售：顾客当时到商场

买衬衫，是在柜台外面，请营业员把

样品拿过来验看，一来二去的，不仅

耽误时间，有时还因为不好意思老是

麻烦营业员，对衣服的面料等没有直

观的感受。于是，廖永华就想着拆除

柜台，敞开销售。“销售方式的改变，

让销售额直线上升，大约半年后，同

行也纷纷跟进。”

目前，雅戈尔在合肥已经有14个

网点，年销售额接近亿元，算得上是

宁波在皖企业中规模较大的一家。

翻开1988年的《瞭望》杂志，有这

样一篇文章：善于同“上帝”打交道的

厂长。文中的主人公邱永祖，就是从

宁波来到安徽。

1984年，邱永祖走上安徽新华印

刷厂厂长岗位。过去几十年，这家

厂只有一个“上帝”，就是上级主管

部门。到了邱永祖“掌舵”时期，适

逢新旧体制交替，工厂必须从市场

找饭吃。因此他面对着连串的“上

帝”，除了相关政府部门，还有很多

的客户、合作者、投资者、竞争者，包

括企业职工。自幼受宁波独特商业

环境熏染的邱永祖，巧妙地“周旋”

于各种“上帝”之间，企业不断发展

壮大。后来，邱永祖“下海”，在庐阳

区大杨镇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朝

阳印刷厂。又过了若干年，儿子邱

波“子承父业”。

跟邱氏父子一样，宁波卡西可服

饰总经理王建海25岁时也从父亲王

益明手里接过担子。合肥兴东电器

开关公司负责人张栋延也是一位宁

波籍“企二代”。

异乡创业“父子兵”影像33

说邬明洋，大家可能不认识。

但说起合肥步行街上随处可见的

唐狮、淑女坊专卖店，不少人就熟

悉了。

在胡连盛的口中，记者得知，

这样专卖店都出自宁波籍企业家

邬明洋之手，而目前安徽全省的

唐狮专卖店已有 100 多家，淑女坊

也有近百家，企业年销售额超过 2

亿元。

而谈起邬明洋的创业经历，记

者了解到，他从浙江贸易学校毕业

后，进入宁波布利杰针织有限公司，

第二年被公司派到合肥市开发市

场。2000 年因公司改制，邬明洋下

岗了。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左右为难：打道回宁波，实在不甘

心。24岁的邬明洋最终决定留在合

肥打拼。

而后，在合肥步行街改造的过

程中，他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先是

租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店面，开了

合肥第一家唐狮专卖店。不久后，

又成了唐狮服装安徽省总代理。

2004 年，又成功收购闹市区齐名服

饰广场经营权，公司迎来又一个新

的转折。

可以说，邬明洋 24 岁时的创业

梦想早已绽放，也是宁波商会中新

生代企业的佼佼者。事业有成的他

不忘回报社会，曾经通过商会捐赠

了大量的衣物。

24岁的梦想合肥绽放影像44

宁波商会只是一个缩影。更多

的异地商会在安徽“诞生”。一衣带

水、紧密相连，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安

徽与浙江的关系，两省的缘分还体现

在商会上。

安徽省合作交流办副主任康立

宪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2年8月，

浙江、安徽两省的主要领导亲眼见证

了“安徽省浙江商会”的诞生，这也是

在我省打拼的企业家第一个抱团取

暖，并成立商会组织的。

“不过，异地商会在皖成立也经

历了6年的空档期，安徽省浙江商会

吃螃蟹后，紧随其后的福建商会和湖

南商会都是在2008年成立的。”康立

宪向记者介绍，异地商会的成立可能

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十一五”以来，我省经济快速崛

起和投资环境不断优化，省外来皖投

资兴业、开拓市场的企业日益增多，

产业、资金和人才加速向我省转移，

投资者的增多让不少企业家厌倦“单

打独斗”，期待“抱团取暖”，商会的成

立有了内生的动力。

省合作交流办的一项资料显示，

目前，省级安徽省异地商会已达到包

括安徽省浙江、福建、湖南、江苏、广

东、上海、北京、温州商会等在内的16

家，共有会员企业约2000家，今年更

是有8家商会“扎堆”成立，如安徽省

河南、江西、山东、天津、东北（东三

省）、河北、四川商会及安徽省皖江产

业投资促进会。

一边是外地在皖企业家抱成团，

另一边是走出去的安徽企业家也加

快了在全国建立组织的步伐，截至目

前，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省

级的徽商组织，成立了市级徽商组织

的还有30多家。

8家异地商会今年“扎着堆儿来”

在安徽异地商会的会员企业中，

非公有制经济绝对占据了主要成分，

而且超过半数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叫得响的大企业不多。

据初步统计，目前我省成立的16

家异地商会，共有会员企业约2000

家，其中中小企业有1100家，占总会

员企业数的55%。

今年中小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对内，中小企业要解决企业管理上的

问题，面临人才流失、市场竞争、资金

短缺的压力；对外，中小企业要面临

竞争的对手、债权债务的纠纷和各种

人为的干扰，还要承担各种社会责

任。

尽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民营企业和

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仍需改观。

中小企业占比较高的异地商会，

今年如何度过危机？以融资难为例，

不仅异地商会工作委员会和中国银

行安徽省分行联系，共同策划率先在

我省推出徽商财富卡，就连各家异地

商会也为会员企业找起了钱。

安徽省上海商会就是其中一个，

只要是商会的会员企业，符合有关条

件，就可以在浦发银行获得额度在

3000万元以内的贷款，还可采取5户

联保的方式，为其中1家会员企业提

供1000万元以内的无抵押贷款。

此外，安徽省浙江商会、福建商

会、江西商会也通过银企对接、签署

合作协议等方式为企业解资金困境。

中小企业占据商会“半壁江山”

徽商大会、中博会、湘商大会、西

洽会、渝洽会等大型经贸投资洽谈活

动中，异地商会都不约而同地为安徽

当起了“形象代言人”，动员家乡企业

到我省投资。

今年7月，皖粤经贸合作活动，

安徽省广东商会就为广东和安徽架

起了沟通的桥梁，共吸引了500多家

广东省知名企业来皖开展经贸考察

和合作交流活动，签订合作项目864

个，投资总额7623亿，其中广东商会

及会员企业共签订粤商总部基地大

厦、信地城市广场、巢湖健康产业园、

新加坡花园城五星级酒店等6个项

目，总投资193.2亿。

用康立宪的话说，商会是安徽与

外地的一扇窗，“推开这扇窗，就能让

安徽跟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无缝对

接，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也能更

顺畅地牵手。”

也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商会

更像是一个“磁场”，成立后会吸引外地

在皖的企业向商会靠拢，会员企业“滚

雪球”般越来越多，更有利于组织的发

展壮大，商会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商会的方式联络、服务企

业，既是稳定的需要，也是帮助企业

发展的需要。”康立宪预计，通过这个

平台和手段管理可能也是中央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新形式。

商会是我省与外地的“一扇窗”

采访过程中，不少企业家都以自

己在商会中的身份感到荣耀，也非常

无私地为这个团体尽心尽力。按照

王惠英的话说，商会从来没想着经济

上的盈利。但是，通过商会，希望有

更多的人从中获利。

这些“利”，当然不光是金钱上

的，乡音的交流、乡情的交融，如果大

家能从商会感觉到温暖，并且通过大

家共同的抱团努力，能对两地经济往

来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商会也便

真正成了有情有义的地方。

商会是个“有情有义”的地方

延伸影响

素描
对话

记者
手记

商会名称

安徽省浙江商会

安徽省福建商会

安徽省湖南商会

安徽省江苏商会

安徽省广东商会

安徽省温州企业家联合会

安徽省上海商会

安徽省北京商会

安徽省河南商会

安徽省皖江产业投资促进会

安徽省江西商会

安徽省天津商会

安徽省山东商会

安徽省东北商会

安徽省河北商会

安徽省四川商会

成立时间

2002年8月8日

2008年5月12日

2008年8月21日

2008年12月20日

2008年12月22日

2009年5月30日

2009年10月14日

2010年7月23日

2011年4月16日

2011年5月18日

2011年5月22日

2011年5月27日

2011年6月19日

2011年9月29日

2011年12月2日

2011年12月5日
（会员代表大会）

会员企业数

600多家

100多家

100多家

200多家

600家

50家

82家

400多家
（包括地市）

150家
（只包括合肥市）

100家

70家

129家

110家

200多家

260多家

200家

！

本数据由记者整理，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