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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农村企业家精神:

以黄陂工业化为例( 1978 ～ 1998)
*

严 鹏 张 红

［摘要］近代中国若干地区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系由“地方能人”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工业化

进程也涌现出具有相似性的农村企业家。黄陂在近代缺乏显著的工业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手工业改造

的基础上，黄陂的现代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了一定发展。改革开放后，黄陂兴起了一批新的工业，自

主创业的农村企业家是重要市场主体。个案研究显示，早期的黄陂农村企业家在技术上得益于计划经济

时代已有的工业基础，他们通过对已有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取得了成功。黄陂农村企业家具有熊彼特所揭

示的典型企业家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地方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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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研究中，“半工业化”理论认为 1980 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

突起是近代农村半工业化现象的逻辑延伸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虽然以乡镇企业为

主体，但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同样是整个产业生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工业形态转换的大背景下，

从理论上说可一概视为“新兴工业”。在半工业化理论中，“地方能人”是极为重要的变量，被认为在

技术引进、市场开拓、生产组织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②。如果当代中国的农村工业化确实是近代

半工业化的逻辑延伸，那么，“地方能人”同样应该是可辨识的要素。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视角看，

该问题也是对熊彼特“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历史检证。本文拟以黄陂地区为个案，探讨 1978 年至

1998 年间当地新兴工业发展过程中农村企业家所发挥的作用，总结其一般性的人格特质③。

一、国家政策: 黄陂工业基础的奠定

黄陂于北周大象元年( 579 年) 设县，1998 年 9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改为武汉市黄陂区。今日

的黄陂虽为省会城市的远城区，但历史上一直属于郊县，其工业也具有农村工业的性质。与近代的

高阳、潍县等地不同，黄陂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农村工业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黄陂虽有新兴工业

崛起，亦无法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村工业化相提并论。然而，从区域研究视角看，黄陂反而是大多

数工业发展平平的内陆郊县的典型代表，故更适合作为一般性理论研究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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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陂县内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兴旺，工艺匠人遍布城乡，民国时期，又出现了轧米、磨面、榨
油等现代工业。据 1947 年统计，黄陂县城有轧米、磨面、榨油、缝纫、建绒、染织、印刷、发电、酱菜、豆
腐、酿酒、熬糖及铁、木、竹等私营工厂和手工业作坊 100 余家。至于农村中心集镇，则均有手工作

坊，其形态为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到 1949 年，黄陂有私营工业企业 16 家，从业人员 177 人，固定资

产 8． 9 万元，另有城镇手工业作坊 625 家，从业人员 3957 人，固定资产 2． 3 万元①。总体来看，近代

黄陂的工业与手工业并无突出发展，主要功能为满足本地民生需求。

建国初期，私营经济是黄陂工商业的主要形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到 1959 年，全县私

营、公私合营企业全部转为国营。1952 年，黄陂城关、横店、祁家湾成立了 6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1957 年，全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组织发展到 93 个。1958 年后，城镇个体手工业全部加入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或生产组，农村手工业纳入人民公社社队副业，个体手工业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全

民所有制工业也开始发展，到 1957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到 12 家，有职工 389 人，固定资产

51． 8 万元，产值 779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6． 8%②。可以说，1949 年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黄陂的工业发展在起步阶段具有显著的国家政策印迹，藉由政府之手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工

业基础。

据资料记载，1958 年至 1978 年间黄陂的工业受政治环境与国家政策的影响甚大。1969 年，中

央政府号召兴办“五小”工业( 即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 ，黄陂县政府于 1970 年前

后新建化肥厂、水泥厂、收割机厂、汽车配件厂等国营企业，各公社则建农机修配厂等社队企业，加

快了工业发展速度。1970 年至 1975 年，黄陂全县工业总产值由 2366 万元增为 7090 万元，年平均增

长 33． 3%③。1949 年至 1980 年黄陂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黄陂各时期工业总产值(1949 ～ 1980 年)

国民经济计划
各时期

各时期
最后年份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占比重( % )

合计 全民工业 集体工业 个体工业 全民工业 集体工业 个体工业

解放初 1949 425 － － 425 － － 100． 0

恢复时期 1952 575 166 19 390 28． 9 3． 3 67． 8

“一五”时期 1957 2119 779 1233 107 36． 8 58． 1 5． 1

“二五”时期 1962 1489 873 616 － 58． 6 41． 4 －

调整时期 1965 2323 1623 700 － 69． 9 30． 1 －

“三五”时期 1970 3828 1660 2168 － 43． 4 56． 6 －

“四五”时期 1975 7090 3185 3905 － 44． 9 55． 1 －

“五五”时期 1980 13251 5027 8224 － 37． 9 62． 1 －

资料来源: 整理自该书编纂委员会:《黄陂县志》，第 132 页。1970 年后，集体工业产值中含村办工业产值。

由上表可见，黄陂工业总产值在解放后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尤其 1970 年后的两个五年计划期

间，增长幅度极大，这应该与“五小工业”建设有密切关系。而从“三五”时期开始，集体所有制工业

产值所占比重开始超过全民所有制工业，应当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就工业部门结构来看，尽管计

划经济时代中国大陆奉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黄陂的重工业比重，由 1952 年占比 1． 1%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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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0 年占比 30． 7%①，虽有长足进步，且亦归功于“五小工业”建设，却仍远不如轻工业，这也暗示

了黄陂工业的发展具有某种“自然演进”的特征，符合农村地区更适宜发展轻工业的比较优势原则。

由于黄陂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大，故食品加工业可视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部门，且该

业在黄陂亦有历史传统。在粮油加工业中，解放前各企业多以作坊形式存在于城乡各处，多数村湾

有砻、磨、碾等米、面加工工具和榨油作坊。解放初，私营粮油加工厂共 35 家，1952 年后，有的合并、

有的淘汰、有的公私合营或转为国营，至 1959 年有国营米厂 9 家，年加工量 6587． 5 万公斤; 农村有

社队米面加工厂、点 275 个，日加工大米 21． 5 万公斤、面粉 16 万公斤。豆制品调味品业，解放前城

乡集镇亦均有作坊，解放后，城关 36 家豆腐作坊成立豆腐加工合作组，1962 年，县副食品公司加工

厂设豆制品车间。酿造业中，解放前县城有黄万盛、彭同康、李长发、吴义兴、白惠记等几家槽坊，年

产白酒 135 吨。解放后，私人槽坊先后停业。1953 年，国营酒厂成立，年产白酒 200 至 400 吨。熬糖

是传统手工业，解放前县城有私营糖坊 8 家，解放后私营糖坊合并成糖坊加工组，生产饴糖②。总体

来看，黄陂食品加工业的发展趋势是，解放前私营手工作坊、工厂散布城乡，解放后这些企业逐渐被

改造为国营企业或合作社，原本私营的小规模企业被合并为规模稍大的企业。自然，这背后体现的

是国家政权的干预。

与食品加工业不同的是，化工医药业主要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工业。1958 年至 1963 年，黄

陂先后兴办硫酸厂、焦油厂、糠醛厂、酒精厂、制药厂，后均停办。1964 年后，又建炸药厂、化肥厂、磷
肥厂、腐殖酸铵厂、制氧厂、塑料厂等企业，形成以化学肥料、中成药为主，兼有橡胶、塑料制品的化

学医药工业。1969 年，黄陂县化肥厂筹建，1971 年 4 月投产，总投资 306． 2 万元，后经扩建，到 1978

年，碳铵年生产能力扩大到 3． 2 万吨。1970 年 6 月在蔡店团山沟兴建了县磷肥厂，1971 年产磷矿石

9260 吨、磷肥 260 吨。1972 年，厂矿分设，磷肥厂迁至鲁台，年产磷肥 2500 吨。1971 年，罗汉寺建社

办磷肥厂，年产磷肥 2000 吨。以后又相继成立蔡店磷矿厂和武湖、蔡家榨、长堰、研子岗等磷肥厂。
1974 年，黄陂磷肥生产行业有职工 202 人，生产磷矿石 1． 2 万吨，磷肥 1． 1 万吨③。可以说，计划经

济时代黄陂化学工业的发展是当地“五小工业”建设的一个典型，而这同样离不开政策导向与政府

投资。

值得一提的还有五金电器业，该业既是传统手工业的嬗变，也是解放后兴起的新产业。解放

前，黄陂的铁匠、铜匠、锡匠分布城乡各地，曹正兴的菜刀、高洪泰的铜锣享有盛名。1840 年，祁家湾

曹家大湾曹月海开业制作菜刀，在选料、锻坯、夹钢、淬火等工序上非常讲究，并创造“熏烟法”和“石

击火花鉴别法”，检验刀板的平整度、厚薄、钢火硬度等指标，其产品以“切姜不带丝、切肉不带筋、砍
骨不卷口”而闻名。可见，这是一种传统的工匠手工业。解放后，黄陂则新建祁家湾机械厂、蔡家榨

剪刀厂、横店剪刀合作工厂、城关刀钳厂、综合厂等企业，生产菜刀、剪刀、小开刀等日用五金制品④，

实现了传统手工制品的工业化嬗变。电器制造业则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行业。1969 年，黄陂灯

头厂在祁家湾建立，1970 年生产灯头 20 万只。该厂前身为祁家湾竹木生产合作社，主要生产民用

电灯泡的灯头，与湖南、广西等 6 省及自治区的 23 个灯泡厂配套⑤。此外，还有甘棠电热电器厂、城
关华新灯具厂、滠口电器厂等企业，生产电热梳、电熨斗、电热壶、镇流器、灯具等产品⑥。因此，五金

电器业既体现了黄陂传统手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改造为现代工业，又反映了具有新技术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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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新的时代里萌生。

总体而言，解放前，黄陂的传统手工业与现代工业并不突出，解放后，该县真正出现了工业化现

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黄陂的工业发展深深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其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

转化，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实现的。1970 年代中央倡导建设“五小工业”的政策导向，也成

为黄陂工业快速发展的诱因。不过，尽管改革开放前黄陂已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其工业发展水

平并不高。

二、改革开放: 黄陂农村工业化的兴起

1978 年后，以市场化为本质内容的改革开放，促使黄陂兴起农村工业化，催生了一批新兴工业

企业。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存在的部分工业企业，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增强了活力;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产生并成长，形成了新的市场主体，又推进了市场化以及工业化进

程。然而，从长期视角来看，到 1998 年黄陂撤县改区为止，黄陂的新兴工业实际上经历了具有周期

性特征的发展，工业企业的兴衰沉浮清晰可见。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开缺口，制度与环境的变动对于包括黄陂在内的中国农

村地区的工业形成了有力的刺激。黄陂的工业企业改革是从推行经济责任制起步的。1979 年，县

砖瓦厂率先实行计件工资制，此后，该厂将完善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全面整顿的主攻点，盈利持续

上升，1983 年上交税利达 27 万元，被称为黄陂工业系统会生蛋的“老母鸡”①。在计划经济时代，黄

陂已有一批社办企业，1983 年，社办企业共有 311 个，从业人员 24453 人，年总产值 5680 万元。1984

年，这些社办企业演变为乡镇办企业。此前，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黄陂基本上没有个体经济了。
1978 年后，家办企业和个体经济得到恢复，到 1984 年，全县有个体企业 6116 个，年总产值 3939． 07

万元②。此外，还有联户合作企业。1978 年以后，甘棠镇、鲁台镇先后出现由农民自由组合的新经济

联合体，从事冶炼、锻造、冷作加工和金属结构安装等生产业务。1985 年全县联户企业已达 900 个，

从业人员 7554 人，固定资产 958． 30 万元，总产值 4689． 60 万元( 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9． 4% ) ，

总收入 4005． 05 万元，纯利润 858． 3 万元，税金 181． 18 万元③。因此，到 1980 年代中期，黄陂各类所

有制工业企业均有所发展。由于乡镇企业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工业最具特色的代表，故

可以通过乡镇企业及其前身社队企业的长期发展态势来分析黄陂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发展，如下

表所示:

黄陂乡镇企业工业行业发展情况(1958 ～ 1985 年)

年份 企业 人数 产值( 万元) 年份 企业 人数 产值( 万元)

1958 131 5418 726． 7 1976 1336 24984 4709． 5

1969 48 2935 512． 5 1977 1264 24834 5500． 0

1965 75 3674 656． 8 1978 1197 25347 4862． 2

1966 77 6291 699． 7 1979 986 20606 5230，1

1969 217 8139 706． 7 1980 861 21435 61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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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企业 人数 产值( 万元) 年份 企业 人数 产值( 万元)

1970 484 7923 1050． 2 1981 767 22971 7573． 5

1971 621 11871 1632． 3 1982 1033 27899 9401． 9

1972 846 16811 2268． 1 1983 1057 29213 10917． 9

1973 835 16695 2236． 5 1984 4613 46159 17130． 1

1974 686 14906 2182． 6 1985 5964 51682 23768． 3

1975 1024 20037 4064． 7

资料来源: 整理自该书编纂委员会:《黄陂县志》，第 151 页。

由上表可见，黄陂乡镇工业企业及其前身社队企业，自 1969 年之后在数量上大体呈增长态势而

有所波动，从业人数亦基本上呈扩大之势，可见当地农村工业自“五小工业”建设时期开始就不断壮

大。自 1982 年以后，黄陂乡镇工业企业的发展明显有所加速，1984 年至 1985 年在各项数据指标上

均迈上了新台阶。由此可认为，黄陂的乡镇工业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已有一定基础，而直到 1980 年代

中期才具有“异军突起”之势。
1983 年，黄陂县划入武汉市后，大力实施“依托武汉，城乡互开，互为一体，协调发展”战略，这被

认为是该县工业发展“驶上快车道”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政策因素尚包括该县于 1984 年被列为湖

北省综合改革试点县。此类解释尚无法实证检测，但城市工业与国营大企业对黄陂工业发展的贡

献，可由若干案例佐证，包括: 黄陂县汽车配件厂等 100 多家企业与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

武汉锅炉厂等大企业协作配套; 利用市级重点建设项目，黄陂建起了长江柠檬酸厂，填补了武汉该

类工业的空白; 位于武汉的铁道部江岸车辆厂在黄陂联办铸钢配件分厂，等等①。从数据上看，1987

年，工业在黄陂工农业总产值所占份额首次突破 50%，达到 59611 万元，比 1980 年增长 357． 94%，

年均增长 24． 3% ; 乡镇工业总产值 48539 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 81． 42%，年均递增 29． 3% ; 镇

( 乡) 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3． 38 万人，年均递增 7． 2%②。因此，黄陂县划归武汉后，其紧邻武汉的

地缘优势，似亦通过政策保障而得到更大的发挥。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黄陂政府实施了“能人回

归”与“开门招商”相结合的“财源振兴”工程，民营工业企业进一步壮大，涌现了神箭汽车、源泰铝

业、乔治特钢、华威桩工、鲁台通用机械、泰昌电线电缆等一批优质企业。引人注意的是，重工业的

比重在黄陂工业结构中有较大提升。2000 年，黄陂重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到 48．
0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总产值达到 86087 万元，轻工业总产值则为 67558 万元③。可以认

为，在进入 21 世纪前的十年间，黄陂的工业处于持续发展中，工业结构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有

了质的改变，一些新兴产业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例如，1990 年后，黄陂的电线电缆业迅速发展，到

2004 年共有 5 家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超过 10000 万元。制药工业方面，1970 年县医药公司办有药

厂，生产氨基比林、龟胶等中西药，年产值 12 万元，1978 年县医药公司与县蜂乳厂合并成立黄陂县

制药厂，有职工 95 人。1988 年，该厂改名为武汉市第六制药厂，有职工 462 人，1996 年开始为红桃

K 集团加工生血液和生血片等，兴旺一时。到 2004 年，黄陂医药工业有武汉第六制药有限公司、同
济泰乐奇医药有限公司和鄂中制药业有限公司，产值突破 5000 万元④。此外，2001 年，武汉市第一

医院还在滠口建立了中西药制剂中心，批量生产清血合剂等制剂。因此，黄陂的医药工业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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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规模。较为传统的产业中也有在该时段内持续壮大者，如县砖瓦厂，1985 年生产全部实现机械

化，2000 年整体出售改制为耀华砖瓦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生产红砖 1142 万块①。

黄陂在改革开放后虽有持续的工业化现象存在，不少行业亦曾兴盛一时，但却最终衰败。以五

金制品业来说，1985 年，黄陂日用五金企业固定资产 513 万元，有职工 1847 人，产量为菜刀 20000

把、民用剪刀 1，340，000 把、小开刀 200，000 把、指甲钳 350，000 把。但是，1990 年后，日用五金制品

升级换代，传统刀具等五金产品渐渐退出市场②。因此，改革开放前后黄陂的五金业虽然一度兴旺，

但终究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而被淘汰。与五金业有关联的电器业，发展亦具波动性。例如，黄

陂灯头厂，1984 年从匈牙利引进专用制造设备，1985 年生产灯头 51，680，000 只，1994 年改名为黄

陂光源配件厂，但此后该厂主导产品逐渐改为钢管。1995 年武汉开达电脑公司在黄陂租赁土地生

产梦牌房间空调器，可谓黄陂真正的新兴工业，1997 年生产了 15，200 台，1999 年又与 TCL 集团联

营，次年生产空调器 40，670 台，但 2003 年停产。化学工业方面，县化肥厂曾于 1982 年至 1991 年间

连续进行 3 次扩建改造，到 1991 年 3 月，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1450 万元，将合成氨生产能力扩大为

25000 吨、碳酸氢铵生产能力扩大为 100，000 吨，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373 万元。1994 年，该厂改

组为化学工业总公司，但由于从 1992 年开始该厂生产经营即陷入困境，故总公司于 2000 年底最终

破产关闭③。

在劳动集密型制造业方面，具有典型农村工业色彩的粮油加工业持续发展，2004 年其产值在黄

陂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占比超过 14%。1984 年，县粮食局将城关粮油加工厂面粉车间扩建为面粉厂，

后又添置先进设备，形成日处理 150 吨小麦的现代化生产线，结束了黄陂面粉供应依靠外地调进的

历史④。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黄陂的粮食加工业还是继续投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非国

有企业的恢复与发展在一些行业中更为强劲。黄陂的服装工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迅速发展，由

1970 年的 25 家企业发展到 1985 年的 67 家，个体缝纫户也发展到 200 多户，电动缝纫机超过 3000

台。1995 年，黄陂生产服装 1531 万件，但此后下滑极快，1996 年仅 307 万件，2000 年更只剩 55 万

件。2001 年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产业有所回升，2004 年规模以上企业产量达到 129 万件，产值占

黄陂工业总产值的 7． 07%⑤。不过，也有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一度发展后最终衰落。比如黄陂

最早的塑料制品工业系以塑料鞋为产品，但 1995 年，黄陂的 2 家塑料鞋厂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

2000 年关闭。1985 年，黄陂的皮鞋产量突破 70000 双，但 1995 年后，境内皮鞋厂相继停业，取而代

之的是个体皮鞋作坊，皮件生产的情形与之相同。1977 年，黄陂城关办有丝毯厂，1985 年至 1990

年，该厂还将产品扩散到环城沙畈村等地加工，具有很强的农村工业化色彩。但 1995 年，因原料价

格上涨、产品价格下滑造成亏损，该厂停业。至于黄陂的烟花爆竹业，多为家庭作坊，因政府的治理

整顿而停止生产⑥。总之，改革开放后，黄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了多种生产形态，甚至包括

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国家视为落后组织而予以消灭的个体作坊等亦再度出现。至于黄陂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的发展绩效，则受市场影响，因行业而异。

综上，改革开放后，黄陂的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兴起了一批新的产业，改变了长期以来黄

陂的经济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黄陂形成了规模虽小但相对具有现代形式的公有制工业体系，改

革开放后，一度堪称明星企业的若干国营及集体所有制大厂最终走向衰败，私营经济逐渐成为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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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的主角。同时，在若干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出现了向小作坊回归的现象。值得注意的

是，1978 年至 1998 年这二十年间，黄陂的工业总体上呈发展态势，但若干行业却由盛转衰，乃至最

终被淘汰，而这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

三、农村企业家: 市场主体的形成

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各类企业，但企业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企业家去创办与运营。因此，熊

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创新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关于市场主体形成的假说①。

在彭南生的“半工业化”理论中，设定了“地方能人”这一推动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市场行动

者②。可以说，“地方能人”也就是推动农村工业市场主体形成的行为者。“地方能人”涵盖面非常

广，而农村企业家无疑在其中占主要地位。

近代的黄陂并非一个手工业发达地区，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能人”。计划经济体制下，私营经

济连同市场一起被取消，工业发展由各级政府主导，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因此，黄陂的

农村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与新兴工业一起出现的新现象。当然，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地区的企业

不必由本地企业家创办，某地企业家到外地去创业亦属常态。为了研究的便利起见，此处的农村企

业家仅界定为出生于农村或原籍农村且在本地农村创业的企业家。按照这一标准，通过整理现有

资料，可将改革开放后黄陂新兴工业中的农村企业家的情况整理如下表:

黄陂新兴工业代表性企业家

企业家 企业及从事行业 创业时间 创业前的身份 初始资本来源 初始技术来源

曾仁安
湖北神箭汽车工业公司: 汽车修
理、整装起步，轿车制造

1984 年 大队钣金厂职工 借贷
跟本湾师傅学
习敲钣金手艺

王长海 高家河锣厂: 铜锣 1984 年
徐 田 大 队 党 支 部
书记

银行贷款
武汉锣厂退休
工人

李永涛 光华米厂: 大米加工 1989 年 生产队长 合伙 购买机器

王启新
哥特装饰工艺模具公司: 软胶模
具起步，高档家具

1980 年
泡桐镇石膏工艺厂
模具车间工人

贷款、家庭集资
中学毕业拜泥
塑艺术家刘汉
华学艺

郭德高
武汉市高连五金链环有限公司:
链环

1980 年代初 铁匠 自筹资金 农村铁匠

姜涛
武汉市沪发食品添加剂厂: 氨基
酸系列产品

1995 年 待业 自筹资金
武汉化学助剂
总厂技术骨干

孙光先
武汉市胜佳酒店厨具制造有限
公司: 钣金手工艺车间起步，油
烟机等厨具

1985 年 — 自筹资金 —

熊发祥 鲁台五金水暖器材厂: 法兰等 — 六 指 新 胜 铸 造 厂
工人

自筹资金
在六指新胜铸
造厂掌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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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 企业及从事行业 创业时间 创业前的身份 初始资本来源 初始技术来源

陈方瞿
六指镇有色铸造厂: 为武汉同步
器齿环有限公司加工生产汽车
铜套

1985 年 拉板车 — 自己学习

陈传喜 长堰钢模板厂: 钢模板 1980 年 农民 自筹资金 聘请电焊工

蔡崇晓
武汉华威建筑桩工机械有限公
司: 建筑基础施工用桩工机械、
钢结构、重型液压油缸

1998 年
武汉市建工局机械
化施工公司机械总
工程师

— 自学成才

熊科学 武汉劲宝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 1980 年代初 一冶木工 亲戚借钱 —

郑顺启
武汉市星光路桥钢模制造有限
公司: 工程钢模

1987 年 汽车队司机 借贷 自学成才

张远胜
武汉市羊角山圆圆食品有限公
司: 豆丝

2002 年 人力三轮车车夫 借贷 请老人指导

祁贵发
汉北 五 金 标 准 件 有 限 公 司: 标
准件

1982 年 武汉仪表厂副厂长 变卖家当 —

肖仁林 武湖电线电缆厂: 电线、电缆 1992 年
黄陂武湖农场砖瓦
厂经销员

合伙
送工人去河北
东巨电线电缆
厂培训

喻佑群 群胜砖厂: 红砖 1994 年 农民 自筹 购买设备

资料来源: 整理自《武汉文史资料》1998 年第 1 辑; 武汉市黄陂区地方志学会:《黄陂创业功勋志》第 2 卷，长江

出版社 2011 年版。

上述 17 名企业家基本上囊括了 1998 年之前黄陂农村工业企业家中的重要人物，从创业前的身

份看，纯粹的农民并不多，不少企业家在开办自己的企业前已经有了一技之长。在这些具有技术基

础的企业家中，从传统手工艺人那里习得技艺的有王启新、郭德高，不过，王启新还从工厂学到了部

分技术。王长海、姜涛、陈传喜、张远胜、肖仁林在创业初期均聘请技术人员指导企业生产或将员工

送出去培训，其中，张远胜聘请的技术指导者掌握的是传统手艺，王长海延聘的退休工人亦与传统

手艺沾边。曾仁安、熊发祥是在工厂中学到了实质性的技术，蔡崇晓虽为自学成才的老工程师，但

长期在国企工作，退休后才自主创业，其技术积累离不开原单位。陈方瞿、郑顺启两人则主要靠自

学掌握技术。至于通过购买机器设备掌握技术的 2 家企业，分别属于粮食加工业和砖瓦业，行业本

身的特性就决定了生产技术附着于机器设备上。另有 3 家企业缺乏初始技术来源的记载。因此，在

黄陂 17 家新兴工业企业中，对传统手工艺有所传承的企业有 4 家，算上交叉习艺与购买设备，通过

现代工厂的溢出效应掌握技术的企业有 10 家。总体来看，黄陂新兴工业企业的技术来源受惠于计

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体系，传统手艺只在制锣、制豆丝等特殊行业中有直接传承。改革开放后黄陂的

工业发展离不开计划经济时代已有的基础，与近代历史较少渊源。换言之，黄陂的农村工业化是一

种当代的新现象。

比起技术来源，对于市场主体形成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熊彼特揭示过的企业家精神。实际

上，在改革开放初期，黄陂新兴工业企业的技术都不是原创性的发明，而是既有工业体系中已经存

在的，利用这些技术开创新事业正是企业家的职能。这一过程需要的是魄力、勇气、远见、毅力等品

质，在 17 名企业家中，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经历及人格特质。例如，黄陂旧有高洪太锣店，解放后武

汉锣厂产品的注册商标仍袭用高洪太，1984 年，高洪太后人鼓动时任徐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长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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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厂，王长海遂与大队领导商量，但大队有很大顾虑:“哪有那么多的本钱。蚀了本，怎么办?”王长

海便自行向银行贷款，与人合办了高家河锣厂。大半年后合伙人退出，王长海便独自经营该厂。起

初，高家河锣厂为武汉锣厂加工，收取只够发工人工资的加工费，后来，王长海选择自产自销之路。

在为武汉锣厂加工时，王长海看到一些与该厂往来客商的信函，印有某地、某厂等字样，于是，他了

解到了产品的去向，就按照这些地址跑市场，只身闯荡大江南北，自述“吃了不少的苦”。此外，他还

大量向外发广告函，“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册，向一些县、市的百货站、文体用品公司寄去”，尽管“多数

杳无音讯”，但也联系到一批客户①。创办鲁台五金水暖器材厂的熊发祥本来在六指新胜铸造厂工

作，因认为厂里管理落后，自己的设想和建议得不到采纳，考虑再三后决定离开那里自己单干②。肖

仁林原为黄陂武湖农场砖瓦厂的经销员，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发现高低压电线电缆及器材很畅

销，遂建议农场办一个线路器材厂，但未引起领导重视，恰好其弟肖仁正在汉口与人合伙销售标准

件和线路器材，他“不安于现状，也投身到弟弟的行列”③。熊科学原本在一冶端“铁饭碗”，因 1980

年代初家人开的副食店蒸蒸日上，在个体户仍被歧视的社会环境下，他毅然决然从国企辞职，开始

了创业生涯④。与之相似的是郑顺启，1987 年放弃了当时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车队驾驶员工作，不顾

领导的劝阻与挽留，借钱创办工厂⑤。这些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原本生活于一个相对安稳而

熟悉的经济环境中，因为各种理由，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具有极高风险而且不被周围人支持和理

解的道路。熊彼特如此形容企业家:“虽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

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在逆着潮流游泳。”⑥可以说，黄陂的上述农村企业家是典型的

熊彼特式企业家。倘若没有这些企业家，黄陂的新兴工业是无法兴起的。然而，倘若没有改革开放

发出的市场信号的诱导，这些农村企业家也不会冒险去转换身份。

在黄陂农村企业家中，王启新的事业颇能体现黄陂农村工业化的本土特色。王启新 1962 年生

于黄陂泡桐镇，中学毕业后拜泥塑艺术家刘汉华学艺，出师后被安排到泡桐镇石膏工艺厂模具车间

工作。工作期间，王启新尝试着将艺术雕塑与模具结合起来，获得了成功。1980 年，王启新全家迁

居滠口，他凭着娴熟的模具工艺技术，开办了滠口镇新兴工艺模具厂，资本共 300 元，其中 150 元是

贷款，150 元是全家凑合的集资。工厂每出一批制品，王启新就带领两个弟弟挑肩磨担到外地以街

头叫卖等形式推销，这种产销方式长达 10 年之久。1993 年，王启新抓住装饰热的市场契机，悉心钻

研，用高温软胶模具生产出装饰住室的石膏线条、灯盘、天池等系列产品，再获国家专利。同年，当

王启新带着建材模具产品参加广交会时，被一款价格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高档家具吸引，思考能否

用模具或其他材料合成这种家具。于是他不惜重金买下那套家具，回厂模拟研制，历时两年，终于

成功研发出摹拟的欧式和中国古典式雕花家具，其特点是不使用木材，但形体完整、不变形、经久耐

用。这一首创的家具以其造型高档而价格便宜的优势广受欢迎。1995 年，滠口新兴工艺模具厂更

名为哥特装饰工艺模具公司，拥有厂房面积 1 万多平米，职工 300 余人，固定资产 600 多万元⑦。此

后，王启新的企业发展壮大，还向装饰产业下游的房地产业进军。可以说，王启新最初所从事的工

艺行业，是典型的传统手工业，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行业已经引入现代制造技术，而王启新的最

初成功也基于将传统手艺与现代模具结合起来。除了在技术上有创造性外，王启新的成功还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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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新市场的开拓能力，这一点在仿制高档家具一事上尤为明显。不过，从花重金购买原型以及耗

时两年研发来看，仿制高档家具的决策显然既是高成本的，又是高风险的，王启新的决策也充分体

现了熊彼特式企业家的魄力。
然而，在一个被熊彼特称为创造性毁灭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具有创新魄力的企业家并不一定能

够长期成功，事实上，地方的产业演化受制于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黄陂农村企业家曾仁安的事迹便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仁安出生于 1952 年，1968 年跟随一位师傅学敲钣金，在武昌拖车厂掌握了

基本的制造技术。1970 年，曾仁安回到黄陂长堰公社的农机厂工作。1972 年起，长堰不少大队办起

钣金厂，曾仁安亦于 1975 年回到本大队的钣金厂，带着上十人到武汉通用机械厂、武汉化工厂等企

业修理汽车、改装汽车。改革开放后，他索性带这一班人马单干，队伍扩大到 100 多人。1984 年，曾

仁安考虑到“要图发展，光给人家打工是不行的”，在横店办起了汽车修理厂①。当时，黄陂已有由县

汽车站修理车间发展起来的黄陂汽车大修厂，以及东风汽车修理厂等，汽车配件工业也开始兴起②，

曾仁安的初衷则是想办汽车改装厂。为此，他组装了 2 辆样车，请武汉轻型汽车厂的总工程师彭立

武鉴定，彭立武看过样车后，建议曾仁安造车身，与武汉轻型汽车厂配套，于是，1988 年曾仁安将汽

车修理厂改为车身厂，并租借了新的厂房。除了为武汉轻型汽车厂配套外，曾仁安的企业还为武汉

汽车工业公司等其它单位加工车身，他遂决心干脆自己办汽车整装厂，于 1992 年底与武汉汽车工业

大学联营，以取得组装生产、销售汽车的资格。1993 年下半年，受市场环境影响，产品形成积压，曾

仁安遂外出调研，敏锐地意识到轿车市场有潜在的巨大需求。当年 8 月，曾仁安将车身厂改组为湖

北神箭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共同研发轿车。曾仁安以名牌轿车的样式为蓝本，

请武汉汽车工业大学设计图纸，图纸完成后，公司用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车车身的全部零件，定型后

方用机械制造，到 1993 年年底，生产出第一辆样车 WGG6430，经多次改进，于 1994 年通过了湖北省

机械工业厅组织的定型鉴定。1995 年，神箭公司买下新厂房，1996 年生产了 618 辆轿车，销售一空，

销售额 3000 多万元，上交税款 80 万元，到 1997 年，有职工 316 人，固定资产 2200 万元。当时，国产

轿车较低的价格一般为 8 ～ 10 万元，而神箭将每辆车的售价控制在 5 万元左右，这是其重要的竞争

优势③。可以说，曾仁安是李书福的先驱。1998 年，神箭公司生产轿车 1670 辆，但受制于种种因素，

2000 年后，公司的主导产品转为电瓶车④。因此，曾仁安很典型地展示了一位农村企业家自主创业

的创新性行为，在长达 20 余年的时间里，其企业不断壮大，乃至于进入到轿车制造这一高端产业部

门，却在短短数年间，不得不从高端部门退出，又很明显地体现了与现代工业发展相伴随的不确定

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亦是改革开放后黄陂新兴工业发展的真实图景。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后黄陂兴起的一批农村工业企业家，可以被视为新时代的“地方能人”，他

们构成了黄陂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主体。从个案分析可见，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企业家具有典

型的熊彼特特质，一方面他们是技术、市场、组织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开拓者，另一方面他们都具有敢

于冒险的魄力与勇气。这些农村企业家是市场化的产物，又推动着地区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深入

发展。

小 结

黄陂本是一个长期缺乏工业传统的农村地区，在近代中国并不存在特别突出的“地方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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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产生农村手工业的“半工业化”现象，其工业、手工业多为满足本地需求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

受政策因素影响，黄陂开始出现一些小型工业企业，其中既有引进现代技术的新工业，亦不乏对传

统手工业加以改造后形成的新企业。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本地工业体系，为黄陂积累了

基本的工业制造技术，可以说，当改革开放后新兴工业萌生时，很多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所欠缺的只

是在市场中对这些技术加以组合与运用的人。而一批乘时崛起的农村企业家正承担了利用已有技

术创造新企业的功能，并在新企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创造新技术。当然，农村企业家并非黄陂新兴

工业崛起过程中的唯一经济行为者，本地传统公有制企业、地方政府、外来投资者均扮演了重要角

色，但农村企业家代表了黄陂工业化进程中最主要的内生力量。

从理论角度看，黄陂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农村企业家的行为符合熊彼特对于创新的经典定

义，其人格特质亦符合熊彼特对企业家人格的类型学描画。因此，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中国农村企业

家与典型的熊彼特式企业家并无本质区别，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并非熊彼特所预设的

制度健全的市场社会。换言之，中国的农村企业家往往需要发挥更大的创新精神，在利用市场经济

发财致富的同时，本身也在建构着市场经济。然而，这一农村企业家群体是如何出现的? 在黄陂的

案例中，由于当地不存在近代“地方能人”的传统，故无法追溯更久远的历史渊源。然而，对企业家

的个案分析表明，不少依靠一技之长起步的创业者，皆由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工业体系赋予其技术

学习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传统农业经济体中。可以认为，黄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有限的工业发展，为市场化时代新兴工业的崛起准备好了基本条件，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发财前

景，激励了甘冒风险的人脱颖而出，成为早期农村企业家。只不过，市场的随机性特质，使农村企业

家的兴起过程，在具体的时空环境里，充斥着无法预估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湖北 430079;

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教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2018 级硕士生 湖北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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