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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互动管理与区域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的几个问题 》，是

一部研究温州经济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机制及其发展的具体规律

的著作。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方立明同志邀我为本书作序，

我欣然应诺了。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是一个经济社会十分落后的地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敢为人先的温州人创造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

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性模式，而且惟有温州模式历久弥新，不

断显示其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温州的经济

社会迅速发展，温州的市容市貌日新月异，温州的城市品位和文

明程度变化显著。2007 年，全市生产总值 2158.91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4 .3％；财政总收入 293 .26 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城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002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591 元，扣

除物价因素，实际分别增长 8.4％和 9 .4％。温州市生产总值，

由 1978 年的 13 .2 亿元，增长到 1991 年的 200 .88 亿元，再到

2007 年的 2158 .91 亿元。短短 30 年，温州人以自己特有的创业

精神，历史地完成了从贫穷向小康、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

跨越。不仅仅在经济总量上扩张，更在经济质量上提升，温州

创牌之路领先全国地市，被中国品牌研究院评选为 2008“中国



十大品牌之都”。2007 年末，温州拥有 80 个中国驰名商标、38

个中国名牌产品、8 个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168 个著名商标、

263 个知名商标、488 个市级以上名牌产品、34 个国家级生产基

地称号，17 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 500 强。温州

进入全国发达地区行列，人民安居乐业，过着小康生活。

    写到这里 ，我就在思索一个 问题 ，为什么温州在资源稀

缺、投资很少 、交通 闭塞 的情 况 下，竟然能够 迅速 发展 起

来？这里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值得上升为理论。令人欣慰

的是，著者以创新精神和务实态度，选择温州模式研究的几

个 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与阐述。诚然 ，为温州模式著书立说

颇多 ，但这本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有新意 ，很有

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它的学科化意义。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

了温州模式的创立、形成、发展及其历史背景，并力图梳理和

阐述其基本观点。不过，对于深化和推进温州模式的研究来

说，更有积极意义的是，作者从温州诸多关系中选定经济与文

化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

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角度，用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相统

一的观点，来阐述此研究对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研究的理

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明确提出：温州模式不仅是一门经济学

科，而且是一门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与社会学相互渗透、

相互交叉而形成的综合性的学科，提出温州模式主要以温州经

济和文化互动关系的机制及其发展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这无

疑有利于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温州模式的探讨与借鉴，因而

具有原创性的意义。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提出一种体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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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事实上，如同建造房子离不开钢筋、混凝土及砖瓦一

样，建构温州模式的理论体系框架，离不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范畴和原理 ，该书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许多范畴

诸如“温州模式”、“温州人精神”、“温州人价值观”、“温州总部

经济”、“温州商会”、“民营文化”等范畴的内涵作了新的诠释，

蕴含着许多深刻的见解。

    第二个特色是它的方法论意义。该书明白告诉我们，温州

模式研究要运用怎样一种方法。我认为很有必要概略地提一下

作者的研究方法。的确如此，温州模式涉及的面很广泛，涉及

的关系很复杂，涉及的历史很悠久，涉及的学科又很多，在这

种情况下，如何来建构温州模式的理论体系框架，哪怕是初步

的，也无疑是一大理论难题。著者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深思熟

虑，选择了社会互动理论及其方法论，选择了互动管理的新

概念，显然具有尝试性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这决不是惟

一的理论选择。我们正热切地期盼着同仁们有更新的、更好

的理论选择，使温州模式更富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框架诞生。”

尽管如此，但读后给人启迪颇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

具体研究方法上看，该书研究温州模式时，注重历史、理论

和现实的结合 ，形成理解和把握 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

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及

其基本观点的多元视角，但都是从温州模式统一的整体着眼

进 行研 究 的 。

    第三个特色是它的模式化意义。一般认为，温州模式是经

济发展模式。该书明确告诉我们，温州模式是指温州人民率先

运用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强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模式。不仅如此，还深刻提出，温州模式不是定格的模式，而

是过程的模式，就是说，温州模式要随着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发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模式，而是与时俱进的动态模

式。作者认为，现在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表述众说纷纭，是温州

模式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应看作是学术活跃

的可喜现象。同时也表明，温州模式的内涵问题是一个始终回

避不了的重要问题。

    第四个特色是它的探索性意义。该书还明确告诉我们，温

州模式要怎样总结温州发展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

一种具有鲜明地域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民营经济发

展为主要驱动力的“温州模式”取得了显著成绩，曾经在全国

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竞争的加

剧，温州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增长方式比较粗放、企业以低成

本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优势逐步减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不强、环

境要素的可支撑力弱化等问题 日益凸显。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主要靠内源性民间投资驱动，工业化模

式沉于封闭性 ，国际化带动过于本土性，人文文化落于滞后

性。面对新的挑战，温州要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健发展，就必

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加快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加快提升人文素养和文

明程度，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增强发展后劲。著中

“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民营国际化战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

出和实施的。作者不仅认真总结了温州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

特别注重总结温州发展的新鲜经验。为了撰写好这本著作，作

者竟然花了6 年时间，反复琢磨、反复商讨、反复提炼、反复



修改，这种严谨治学态度和精神值得称道。

    我衷心希望读者看了这本专著，能与我有同感。

    魏　 杰

    2008 年 6 月 19 日于北京



前　 言

    温州模式是温州 30 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产

物，也是温州经济与文化诸种互动关系发展的产物。《互动管

理与区域发展 —— 温州模式研究的几个 问题 》一书系浙江省

社科规划课题研案成果 （06W T O 10Y B B ）。在本著作中，我

们根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出的要求，将互动与管理

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研究温州模式的一个新视角。温州

发展实践表明，在温州的诸种互动关系中，互动与管理不能截

然分开，互动中需要管理，管理中需要互动，只有把二者有机

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良性互动的预期目的。因此，我们

在全书中以社会学关于社会互动的方法论为依托，以互动管理

概念为中心，以温州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为逻辑起点，运用理

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观点，分析、研究和总结温

州模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努力解决人们曾经提出但尚

未完满解决的问题，并使之上升为有条理的理论观点，进一步

揭示温州发展的具体规律。毫无疑义，在温州模式研究中，温

州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起了关键作用。当然，这决不是惟一

的理论选择。我们正热切地期盼着同仁们有更新的、更好的理

论选择，使温州模式更富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框架诞生。



    在这本著作出版之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给予了大力支持，著名经济学家、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魏杰教授在百忙中仔细阅读书

稿，并为本书作序，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薛

恒新教授给予的悉心指导和教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樊希安老师及责任编辑贾宝兰老师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在此

一并深表谢意。

    在撰写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地阅读了国内外有关

专著、论文以及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讲话，并吸取了其中

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此，谨向原作者致诚挚的谢意。本

书所引的论点和资料都力图注明出处，如有疏漏，请予谅解。

    由于我们学力精力所限，疏忽或错误之处势在难免，敬请

学术界专家、学者及读者们指正。

    方立明　 奚从清

    2008 年 6 月 20 日于温州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温州模式研究的互动方法论 1

第一节 互动方法研究视角的认定 1

第二节 社会互动的不同涵义及若干理论 2

第三节 社会互动的内涵及特点 10

第四节 社会互动的类型 1 4

第二章 温州模式的研究对象 19

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 19

第二节 温州模式的研究原则及其具体研究方法 33

第三节 温州模式的研究意义 3 8

第三章 温州模式的由来、 内涵与特征 4 8

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由来 4 8

第二节 温州模式的内涵 5 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 温州模式的特征 5 9

第四章 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6 6

第一节 温州模式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6 6

第二节 温州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69

第三节 温州模式发展的机遇与走向 7 7

第五章 温州模式的创新、价值与启示 8 5

笫一节 温州模式的创新 8 5

第二节 温州模式的价值 9 6

第三节 温州模式的启示 1 0 1

第六章 温州民营经济 113

第一节 民营经济概念内涵的界定 113

第二节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1 18

第三节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概况 12 7

第四节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措施 1 3 3

第七章 温州区域文化 14 9

第一节 文化的内涵 14 9

第二节 温州区域文化的涵义及其特征 15 4

第三节 温州区域文化的构成 15 7

第四节 温州区域文化的功能 19 6

第五节 温州区域文化的建设 20 7



第八章 温州人精神 2 15

第一节 温州人精神的内涵体现 2 15

第二节 温州人精神的本质特征 2 2 0

第三节 温州人精神的功能作用 2 26

第四节 温州人精神的价值启示 23 0

第九章 温州人的个性和价值观 2 3 5

第一节 温州人的个性 23 5

第二节 温州人的价值观 24 1

第十章 温州发展的运行机制 2 6 3

第一节 温州发展运行机制的涵义、类型及其特点 2 6 3

第二节 温州发展的运行机制 2 6 7

第三节 温州发展运行机制的启示 3 0 7

第十一章 温州商会 3 12

第一节 温州商会的历史演变 3 12

第二节 温州商会兴起、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3 24

第三节 温州商会的作用 3 2 7

第四节 温州商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3 3 2

第十二章 温州政府管理职能 3 4 8

第一节 政府管理创新势在必行 3 4 8

第二节 政府管理创新的目标设定 3 53

第三节 政府管理创新的遵循原则 3 5 8



第四节 政府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 3 6 2

第五节 政府管理创新的道路选择 3 6 8

主要参考文献 3 8 0



第一 章　 温 州模 式研 究的

    互 动 方 法 论

    温州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的成功，是民营经济

的成功，是温州模式的成功。随着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

模式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和创新，越来越广泛地被认可。

但是，应当看到，人们是从各 自持有的特定的学科方法来研究

和诠释的，不免出现各家之说。究竟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论，使

温州模式的内涵、主要内容、观点及其涉及的诸多关系诠释得

更客观一些、更全面一些和更科学一些，无疑是摆在人们面前

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第一 节　 互动 方法研 究视 角的认定

    我们研究温州模式，是以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作为研究方法

论，故书名为《互动管理与区域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的几个

问题 》，之所以作出这种认定和选择，原因在于：

    一是有助于确立温州模式的研究对象 ；



    二是有助于建构温州模式的理论框架；

    三是有助于从温州模式研究中揭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具

体规律。

    当然，我们在以互动方法来研究温州模式时，必须以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为指导。

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下，才能更好地利用社会互动的研究方法，去阐述温州模式的

研究对象，提炼出温州模式的基本观点，揭示出温州经济社会

发展的具体规律。同时，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在一个地域

里，还没有形成和发展出一套比较系统地阐明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环境彼此之间的互动，可供社会学、管理学使用的

方法论。现在，我们在这本书中要着力表述的，应被视为研究

温州模式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因此，有必要首先对社会互

动理论作一概括性的了解。

第二节　 社会互动 的不 同

    涵义及若干理论

一 、社 会 互 动 的 不 同 涵 义

    一般认为，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 （G . Sim m el）

在 1908 年所著的《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研究》一书中

最早使用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一词。稍后，在美国形

成了相关的学派和系统理论，社会互动被广泛地引用。但不同



的学者研究角度不同，对社会互动内涵的理解亦颇不一致，大

致有下列几种观点。①

    （一）社会互动是指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群体之间

的交互影响

    莱特 （E .B .Reuter）和哈特 （C .W .H art）在其《社会学

导论》一书中说：“社会因素交互影响，结果导致人性与文化之

产生者，称社会互动。”

    （二）社会互动是指通过符号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沟

通的过程

    著名代表有米德 （G .H .M ead）的符号互动论、麦瑞 （F .

E .M errill）等人的沟通互动论。麦瑞说：“社会互动是建立于沟

通的基础上……个人借沟通之媒介而与他人互动。此种活动之

结果，即社会互动之广大包含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沟通即

互动，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沟通过程就是互动过程；

有的学者认为，互动比沟通内容更为广泛。社会互动系指“当

两个以上的人互相接触时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行为上的变化”。

    （三）社会互动是指个人与其自我之间的互动

    当一个人在室内致力于一个问题解决时的自言自语，即可

被视为此人在与其自我——社会客体发生互动，此时的行动者

即可被视为正处于社会互动之中。

    ① 龙冠海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第 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

公司 1973 年版，第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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