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彳田／彳U
1 982年一1 998年

j强中央铸译出版社l￡倒c|mJ c0‘qdmt"rru㈣№



《中宝志》编委会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执行编委：

撰 写：

吴良定

俞少怀陈爱莲吴捷

王吉夏越璋陈立峰董益光

张梅妃陆秀雅(外聘作家)

俞少怀陈立峰张梅妃

陆秀雅



*士
日!J 舌

每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史时，总是激情澎湃，难以抑

制。我们看到那些先行者，总是无所顾忌地释放着激情，极力去探索那些层

出不穷的经济理念．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群小人物把偌大的中国变成

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社会制度受到冲击，观念顷刻间骤变，阶层出现了分

化，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让一个拥有近1 34乙A．口的大国以不可逆

转的趋势向市场经济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号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

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那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时代，那是

一个观念转变的时代，那是一个拼搏奋进的时代，那是一个立志创业的时

代，那是一个企业家崛起的时代。时势造就了英雄，英雄也造就了时势。企

业家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

“我这个人，想的总是与别人两样。”这是中宝系企业集团掌门人吴良

定常说的一句话．

是的，伟业总是由那些有着与众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来创造的，只有他们

才能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实现升华，在顽强的信念支持下走向未来。正

如佛祖所说，人是有第三只眼睛的，但并非人人都能感受到第三只眼睛中的

世界，大多数人只能生活在被各种常识包围的生活环境之中。因此，中宝系

企业集团的崛起与辉煌，无疑是因敢于打破常规思维方式、敢于冲破常见束

缚而缔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神话。

中宝系企业集团从1 982年的2万元起家，历经几十年的打拼，形成了

“中宝集团、日发集团、万丰集团”三家集团企业，资产总规模超过了5 O

亿．其中，中宝集团下辖5家控股子公司和1个专业事业部，已成为浙江省最

大经营规模工业企业和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全国专用设备制造业排头企
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员企业，拥有业界最先进的“汽车零部件、

纺织机械部件、钣金冲压系列件、制冷配件”四大产业制造线，产品远销

美，日、欧盟、东南亚及中东地区；日发集团已形成纺织机械和工具机械两



大系列产业，下辖5家控股子公司及500余家联盟企业，拥有业界顶尖技术的

纺织机械和精密、智能机床生产线，拥有国家级新产品6只、国家星火产品1

只、国家火炬产品2X、国家专利产品32只，系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863计XqcMIs．z．程示范企业、国家CAD应用工程示范企业、中国纺机行业的

名牌企业，其纺织机械设备、全功能数控机床设备产品多次代表国内最高技

术水平在欧洲、日本等国家展出，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前列，综合经济效

益连续9年列全国同行前5位，转环纺纱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国内享有高

技术知名度和市场美誉的纺织设备和精密机床专业设备制造厂；万丰集团涉

及汽车零部件、机械装备、镁业等三个产业，下辖12家子公司，系国家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内

企业界首家院士工作站及博士后工作站、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园，先后组

织实施了国家863计划，火炬计划、 “双高一优”等高科技创新项目，参与

了国际行业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的制订，为亚洲最大的铝轮生产基地，是中

国行业内第一家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在今日的中国， “浙商”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创富团体。因为屡次在福布

斯富豪榜上表现非凡，其人数之众多，名次之靠前，财富之巨大，已当之无

愧为新时代中国第一商帮。 “浙商”横空出世，中宝系企业集团掌门人吴良

定即是浙商奇才之一．

吴良定已屡次入选福布斯、胡润等中国百富榜。作为真正的企业家，行

于商道无非是借事修心，做一个真正对社会负责的人，因此，多年来，中宝

系集团仅向慈善事业捐款数额，就已迭一亿多元。

用文字来还原历史。中宝系企业集团几十年的创业历程，充满了艰辛与

曲折，成功中包含着酸、甜、苦、辣，拼搏中蕴含着特有的“野马”精神。

市场经济规则犹如动物世界里的丛林原则。在自然界的动物中，野马不是一

种最强壮的动物，但它是那些对于环境变化有着敏感性及适应能力的优秀种

群之一．中宝系企业集团之所以会是一个奇迹，一种标杆，就是因为弘扬了

具有丰富内涵、深邃心灵、悲悯胸怀的“野马精神”。

泥泞的路才会留下足迹。历史有时需要忽略细节，但更多时候我们应该

关注创业者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坎坷的命运之路上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与妥

协，痛苦与欢乐．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形成了他们那独特的性格与命

运，几乎可以左右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中宝志》(1982—1998)这部书

中，我们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创业者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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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苦恼和悲愤，只想通过某种侧面解剖，用细节式的历史素描，让创业

者的智慧光芒在错综复杂与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中闪现出来，供日后的人们

认真阅读和反思．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这正是它的魅力

之所在．

美国经济学家、 “信息经济”理论鼻祖、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曾经这样说：弄懂了中国经济就可能得诺贝尔奖．时至

今El，依旧没有人能因研究中国经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这并不妨碍

吴良定和他所带领的中宝系企业集团畅游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市

场经济大潮中，去呼风唤雨，乘风破浪，而在他们的身后，还会有更多的追

随者．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从来浩荡向前。企业志是一种文献，更

是企业家的一种传记。必须相信，企业家的财富经验同样是一种人生智慧，

它能够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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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中宝元年

1982年，实在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从前．然而回忆过去，犹如一份珍贵

的产业，即便是不幸的事情，也是激发我们今后坚韧不拔的本钱。

——逦记

翻阅档案，我们先看到的是几纸文件。

1981年底，浙江省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筹备小组成立。原新昌县二轻机

械厂厂长石其中同志为筹备组组长，吴良定、陈红喜为筹备组副组长。

1982年1月6曰，新昌县人民政府同意县二轻工业局建立新昌县纺织器材

总厂，性质为大集体，人员由原新昌县二轻机械厂(纺器厂)和原新昌县塑

料胶木厂的一部分同志组成，厂址设在新昌县城关镇新东门外东沙滩，同时

将原新昌县二轻机械厂、原新昌县塑料胶木厂改设为一分厂、二分厂。

1982年3月19日，新昌县委组织部下发“新委组干[1982]024号”文件，

任命俞国兴为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党支部副书记，陈红喜、吴良定为新昌县

纺织器材总厂副厂长。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的日常行政工作，由吴良定同志

主持。 ‘

中宝系企业集团是由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发展而来的，据此，我们将新

昌县纺织器材总厂成立之年称为“中宝元年”。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没有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地

发展和壮大，也许就不会再有人去追溯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成立于何年何月。

因为今日中宝系企业集团的辉煌，当年的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也就逐

渐放射出了迷人的光彩。日子越久，就越会被赋予圣地的意味。

1982年初春的一天，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诞生在新昌江防洪堤旁的一片

乱石堆上，起步资金只有2万元，其中1万元还被指定用于新产品的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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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从此翻开了中宝系企业集团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

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的祝词，没有媒体报道，没有

任何开业仪式，甚至连块总厂的招牌也没有。

2003年12月13日，昊良定曾接受了《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采访．

记者：昊先生，2002年福布斯您被排行27名，2003年胡润排行榜77名．

胡润榜估算为184LA．民币，而据您自己计算，拥有净资产大概价值37亿元左

右。那么，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冠上富豪这样的一个头衔?

吴良定：我和有些人的差别，就是我这一生做了一场美梦，而他们做的

是辛苦的梦．人生就是一场梦．

2007年8月7日，吴良定在浙江省电视台Ⅸ风云浙商》节目演播厅，接受

了主持人的热情提问。

主持人：在新昌有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企业，叫中宝系企业集团，创始人

吴良定曾经多次荣登胡润版的中国富豪榜．吴先生您好!同您高调的事业比

起来，你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形容您自己的性格和风

格?

吴良定：其实我是一个水平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我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努

力，把自己的所有力气都花出来，废寝忘食去做好每一件事，就是想把自己

的价值体现出来。 。

主持人：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么多年下来您的人生经历，其实是蛮传奇

的．我不知道在您年轻的时候，在您那样一个年代您自己有没有想过：有一

天我会成为一个企业家，有一天我会被冠上一个富豪这样的头衔?

昊良定：根本就没想，做梦都没想，从来都没有想过，根本就没有想过

有钱，没有想过有今天。

一不小心挣下亿万身价。

这也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事业成功者都在一开始时就怀

着宏伟的理想。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凭着朴素的原始冲动，不屈不挠的韧

性，在拼搏过程中积累了人生经验，再从积累的人生经验中不断超越自我，

逐渐丰富了自己的人生观、财富观，然后开创了锦绣的前程。

吴良定，1946年9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小将镇里小将村，1953年9

月在新昌县小将区小学读书，1958年9月在新昌县第八中学读书。祖父是清

末举人。父亲1948年高中毕业后，曾负责组建新昌县供销社，时任主任。他



父亲在念书时，成绩相当优秀，于是受到一位国民党党员老师的特别喜爱，

并自作主张把他父亲的名字写进了当地国民党党员名单。这一写，不但使他

父亲在1955年被遣送回家，还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灾难。

吴良定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就读完了《红楼梦》、 《水浒》、 《三国演

义》、《西游记》等四大名著，上大学是他的梦想。1964年，吴良定高中毕

业报考上海军医大学，但由于是“黑五类”子女，尽管成绩突出，还是被拒

之门外。这件事，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喜欢读书的吴良定来说，打击实

在太大了，于是他整整有半个月没有出门，甚至有去当和尚的念头。

那时候，中国社会有着相对稳定的阶层划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

制给城乡造成了巨大的差别，使得农民在国家资源再分配中难以或很少得到

应有的补偿。社会成员首先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入口，非农业人口又进

～步划分为工人和干部。这种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身性的。不同阶层之

间的流动非常困难，从农民变成工人，或者从工人变成干部都十分艰难，尤

其是农民变成工人或者干部，几乎成了“鲤鱼跳龙门”。这种身份归属不仅

涉及自身，还决定了子女的身份。干部、工人的子女即使没有升学、参军的

特殊资历，也可以加入城镇待业青年的行列等待获得工人的职业；而农民

的子女天生就是农民，他们可以改变自己身份的渠道是升学或参军，但是成

功的比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于农民的子女来讲，他们在就业、

求学等方面，除了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他们的

身份是先天的，宿命性的，他们向上流动的希望十分渺茫。此外，这种划分

不光是身份性的归属，同时还意味着许多和职业性质没有必然联系的特殊权

利，比如居住地区、各种福利政策、资源控制、收入与生活水平、社会声望

等等。干部明显优于工人，工人明显优于农民。对于干部和城市居民，国家

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

～等。二元结构，事实上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使农民总体上是生为农民、

死为农民。

那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情感积累，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和对

自由的渴望，为形成吴良定那具有强烈自尊的反叛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当

理性的叛逆血液在他的身体中流淌时，就会有一颗不屈的灵魂为他支撑。我

们被生活蹂躏，却要欣然地接受它，这就是生活本身。在命运面前人类渺小

得像群居的蚂蚁，可是我们不可以束手就擒。

上大学的梦想尽管破灭了，但吴良定决定还是要走出去。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学徒，学编棕绷。在整天跟着师傅走家串户制作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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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床期间，他莫名地感到自己的生活缺少一种志气。于是，在夏天太阳最烈

的时候，他会直挺挺地站在山头上的芒草中曝晒；下暴雨时，他会傻乎乎地

站在雨中任凭风吹雨打，流进嘴里的不知是泪还是雨水：有个下雪天，他与

工友打赌，仅穿着背心和短裤跑了5华里，赢了5斤糖。他并不是为了想赢得

5斤糖连自己的小命也不要了，他在乎的是要赢回一种不屈服的志气。人活

着靠的是一口气，那么做人就得有志气。可在当时，家乡的村民误以为他精

神失常了，于是纷纷传言，说吴良定这个清末举人的后代疯掉了。

传说中，凤凰只有投身于熊熊烈火中，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

后，它们才能以更完美的躯体而重生。这在佛经中，被称为“涅粲”。吴良

定自这么一段严苛的自虐式励志经历之后i也变得更加倔强和坚韧了。

再后来，他走进了原新昌县二轻机械厂(后来的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一

分厂)当了工人，这是乡下的一家小企业。

回想起那时候，吴良定总是这样对人说： “在那个时候，我干什么都憋

着一口气，也不明确自己的将来到底要怎么样。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

只想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来证明自

己的价值。”

世人睥睨我自笑，大器应须多琢磨。没有永远灰暗的天空。也没有永远

沉寂的山峦。心志就是你自己的主人。对一个有追求的人来说，心志是立身

的法宝和希望的长河。我命在我，不在天!

正因为“憋着一口气”，他于1974年5月被提拔为薪昌县二轻机械厂供

销员。1976年6月，他被提拔为供销科长、计划科长。1978年4月，他被提拔

为车间主任，还兼任厂里的新产品开发办公室主任。在这期间，他这个厂里

的中层干部仍充满反叛意识，并不因为自己的企业和大企业不是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而甘拜下风，而是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受逻辑推理的先入之见的

影响，勇于挑战。在那个迷信于计划与指令任务的年代，他不甘于服从“人

家设计，我们流汗”的模式，能领先关注世界技术的发展趋势，明白技术是

一个企业的灵魂，技术决定一个企业的生存质量。1981年前后，吴良定和他

的“兄弟们”废寝忘食地在躲在低矮潮湿的厂房里，在蚊子、毒蛇的屡屡袭

击下，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终于创造发明了一种取代原始木制筒管的丝织

机械配套塑料筒管。于1981年月12月在杭州通过国家鉴定，并获得GD系列

络、拼、捻设备技术鉴定证书。

那可是1980年3月，由当时的国家纺织工业部机械局丝织络、拼、捻设

备调研选型小组，因引进国外先进的丝织络、拼、捻设备，而确定的新型丝



织络、拼、捻设备配套工程塑料筒管试制任务。

当时，中国经济恢复刚刚起步，我国丝绸业的出口创汇率虽然占国家的

第二位，但丝织设备实际上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国内的丝织机械

配套简管也都还在采用木制筒管。采用木制丝织配套筒管，不光使生产出

来的丝织品质量不高，而且每2000只筒管就得消耗掉l立方米贵重木材。如

果要使用丝织机械配套塑料筒管，就得全部从国外进口，而且价格相当的昂

贵。发明丝织机械配套塑料筒管，无疑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革新发明，在中

国纺织业界引起了震动。

尼采说：想成为善的创造人，就必须先是个消失者，破除现有价值。因

为最大的善行，必须是创造性的。

理性的叛逆意识，让吴良定坚信人生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不管你的工

作是什么，也不管你生活在哪～个阶层，只要你自己具有非凡的毅力，便

会有让自己的生命种子开出绚丽花朵的机遇。我们都是偶然来到尘世的，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想长成一座高山，而非缩成

一颗沙粒。

1982年，新昌县决定成立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也就是因为发明的“以

塑代木”丝织机械配套塑料筒管产品，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由

吴良定担任厂长，专门生产丝织机械配套塑料简管。

这一年，吴良定刚好36岁。

企业是由人才、资金和产品所组成的，然而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却近乎

是在一无所有中诞生。

当时，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号称总厂，成立初期的开办经费却只有2万

元，总人数将总厂的干部俞国兴、陈红喜、吴良定、吕槐庭(总厂办公室)

计算在内也不过十多人。其中有的职工是从一分厂抽调来的，有的职工还是

从外厂暂时借用来的。他们是：沈迪、陆秀晶、吴国民、石季方、张梅妃、

石汉青、梁伯和、陈其新、石爱燕。

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虽然成立，却只能在新昌江防洪堤旁的一片乱石滩

上落脚，遍地野草，簇拥四周的也是野竹和农田。由于当时总厂下属的一分

厂、二分厂在经济上都实行独立核算，因此总厂的办公室和生产设备都得向

下属的二分厂租赁使用。从下属的一分厂借来十来根屋架，由总厂领导带

头，头顶烈日，自己动手搭建起几间简易工棚，就算是生产车间。生产和技

术人员，也得到下属的各分厂动员调入和向外厂借用。没有职工宿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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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副厂长的吴良定，也只能寄人篱下，由新昌县二轻工业局的领导出面做工

作，另一家厂才肯腾出一间lO平方米的房子允许他住下。

马儿想要跑，却没粮和草，这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不光如此，新昌县纺

织器材总厂在当时还得要去面对一个在旧观念面前，改革政策还处于摇摆不

定中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1982年，已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年轻人竟相穿上草绿色的旧军装和挎着军用帆布包又成为一种

时尚，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国内市场开始恢复销售黄金饰品，于是，有许多

本来不知黄金为何物、对穿金戴银只认为是爷奶辈们故事的人们，也开始挂

戴上这类饰品招摇过市了。

然而，198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却没有春天般的浪漫。

1979年前，中国是～个封闭发展的国家，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

度集中的经济列车运行了20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停

滞。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

则不至}iJ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于是，中国在

1979年实行了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这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

经济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到了1981年，经过将近三年的改革，中国在政治上也完成了一次洗礼，

改革成为舞台上的主流，国有企业的改革试点面越扩越大，在零售商业领域

出现了一些突破，市场供应能力增强，城乡人民收入均有增加，人民生活的

改善幅度也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良好经济形势。但

是，因为制度本身具有惯性，走惯了的轨道，时间长了，都愿意在那里走，

担心一旦离开了旧轨道，就会措手不及，扰乱了秩序。因此，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的思路，仍是按资产身份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策的。在很多时候，它

甚至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战略和一种经济改革价值观。也就是说，中国实行

经济改革的历史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

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

源，排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

于是，到了1981年，原本以为，只要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

制”拿到企业改革中来就可以了，谁知道，后者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

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放权让利改革搞活经济，却也引出了新问题。一方

面，因为放权仍然有限。在企业留利、原材料供应、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

度、计划外生产等方面企业权力还很小，导致放权对搞活企业的作用有限。



／

另一方面，因为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和不合理比价，使各工业部门间的利润

水平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是，石油行业的成本利润率比煤炭行业高出i00

倍，造成苦乐不均、不公平竞争和相互攀比的现象。同时，在没有预算硬约

束的制度下，试点企业出现“截留税利，乱摊成本，滥发奖金和补贴”等行

为，使放权让利改革效应递减。财政分级管理使地方利益强化，少数地区已

经开始出现“割据”的苗头，不但上下争利，而且阻碍经济的横向的联系。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争夺原料、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以落后

挤先进的混乱现象也有所发展。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出现了多头对外、自

相竞争、“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现象。在就业方面，出现了农村闲置劳动力

大量涌进城市找工作，让本来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业压力很大的城市更加无

力承受。

与此相伴，全国范围内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乏力，中央财政出现了严重困

难，物价暴涨。这一年，中国开始发行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国库券(国债的一

种)，国家向人民借钱。这一年，钢材提价1．3倍，煤炭提价竞高达5倍。为

了避免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种种动荡和不安定因素，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

件，要求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贩私活动。有人说；这场

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猖狂进攻，宁可让经济上受损

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有人提出：国有经济体系是一个大笼子，鸟

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

里的变革”，打击投机倒把成了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由此造成了改革

政策上的～个大拐弯，中国的改革遭遇了倒寒流。

这正如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所说的

那样：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想象

到的更窄。

198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由于受1981年的“倒寒流”影响，陷入了经济

学家高尚全所总结出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驯就放，一放就乱，～乱

就统”的轮回中，看上去是那么的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和效率低下。

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来说，1982年是一个流年不利、束缚重重的

年头。

《塔木德》上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1982年3月31日，这一天，新昌县纺织器材总厂在厂部办公室召开了总

厂干部会议。这也是总厂自成立两个月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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