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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层出不穷，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诸多富豪的大名
如雷贯耳，耳熟能详。本书记录的也都是各类“富豪”，但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富豪，而是令我们
为之热爱的共和国优秀企业家。　　当今中国，有多少富豪配称企业家？企业家与普通富豪的本质区
别在于，他们既是企业责任人又是社会责任人；他们既创造财富更创造价值和价值观，他们是一群代
表进步、代表繁荣、代表民族的社会精英。共和国企业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与共和国同成长、
共命运，创造一流的业绩，具备一流的风范，堪称时代的楷模。在刚刚走过改革开放30年和即将迎来
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抒写和宣传这些优秀的企业家，正是赞美伟大的新时代，讴歌共和国的每一
个劳动者和创造者！　　今天述说他们，首先要追溯他们的创业历程，感悟他们的创业精神。中国民
族企业的重新兴起和发展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中，其间每一次的思想大解放和市场经济的转轨，
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企业和企业家的改革与进步。国有企业的艰难改制、民营企业的奋力崛起、混合
制经济的水到渠成，犹如一出出好戏，捧出了数不清的主角和明星。每出戏中的主角或明星无一不充
斥着曲折、辛酸甚而是激烈拼搏与厮杀。当年陈峰奉命组建海航，可谓披荆斩棘，甘冒艰险；张果喜
、鲁冠球、沈爱琴为了生存，更是“摸着石头过河”，从绝路中找寻希望；傅成玉率领中海油开拓海
外市场，愈挫愈奋，矢志不移，堪为斗士；李书福为了打造民族品牌，造出“老百姓买得起的轿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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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企业家传奇》选取的数十位宣传对象，都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不同阶段、不同行
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顶级企业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他们中间有风范长存、与党和国家患
难与共的红色资本家；有与时俱进、屡创佳绩的国企领导人；有出身寒微、筚路蓝缕的草根创业者；
有锐意进取、勇争第一的行业领袖；有知识创新、成就卓越的新进企业家。《共和国企业家传奇》着
笔于企业家的“传奇”经历，侧重其企业和行业领导力、影响力，突出其社会责任感、美誉度及榜样
作用。该书每篇分为导引部分和正文部分，选材真实，叙述精炼，评价恰切，大气明快，着眼当下，
引领未来，是迎接建国60周年的献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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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忠诚与使命　　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来历　　在中国当今的国家领导人中，有一
位出身民族资产阶级，数十年来被海内外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原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王光英。　　改革开放后，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
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成就了一番光荣的事业。
光大公司在国际上声誉卓著，拥有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
卿基辛格、前财政部长康纳利和米勒，奥地利王子克里斯蒂安?德?巴尔，比利时王子阿尔伯符，泰国
副总理披猜等等。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便是王光英。竹下登对当时的日本
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
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王光英既是“红色资本家”，又是“
红色中国的国舅爷”，与中共有三代渊源。因其特殊身份和背景，王光英顺理成章地成了香港乃至国
际企业界观察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气候尤其是工商界变化的“晴雨表”。　　停落在天津机场时，是上
午11点钟。时近中午，周恩来在机场的贵宾室里请伏氏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
士——周叔弢、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相陪。　　席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满
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
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
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翻译把王光英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
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继而对王光英说：“你也讲给大
家听听，哦，不，得由我自己讲，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出了一条
不用流血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　　伏氏还向王光英和在场的人说：“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最艰难的是我们要把旧世界、旧社会、旧制度都颠倒过来，彻
底改变。我们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不仅要用脚走路，而且要用头脑来走路。”　　“资本家向劳动者
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伏氏接着说，“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
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
英。　　两人紧紧地拥抱时，周恩来则在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后来，王光英写了一篇
文章《我和伏老拥抱在一起》，发表在1957年6月号的《工商界》月刊上，刊出时还配发了照片。伏罗
希洛夫经天津去了上海访问，一路陪同的正是王光英的妹夫刘少奇。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
由于“红色资本家”一词最初是由周恩来说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之流想从这里
打开一个缺口，整倒周恩来，就像用“剥削有功论”整倒刘少奇一样。尤其是周恩来说这句话，直接
与王光英有关，因而王光英为此在秦城监狱吃了很大的苦头。但王光英坚决顶住了。林彪、“四人帮
”们没有捞到半点好处。　　王光英说过这样一段话：“‘红色资本家’的‘红色’，是在全国解放
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出现的。也就是说，‘红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的成果。我
是由于有了切身体验，才逐渐理解资本家接受改造，向劳动者过渡，为什么要‘脱胎换骨’；也逐渐
理解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为什么说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为什么他对中国共
产党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颂扬不已！”　　由于王光英与伏罗希洛夫的一段有趣的接触
，周恩来对王光英做过这样的评价：王光英善于做人民外交工作。　　二、初生之犊　　1942年，王
光英年仅23岁，是个刚从辅仁大学毕业的小青年。那时的沦陷区，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要找一份无
愧于中国人良心的职业是十分困难的。他在天津一家纺织厂当资方代理人的舅舅董权甫，起初要他一
同开肥皂厂。王光英在大学学过实用化学，做肥皂不成问题。但董权甫的真正用意不是开什么肥皂厂
，他的目的是想向敌伪经济统制机关去挂一个号，从而取得配给的制作肥皂的原料，进行投机转卖活
动。王光英不甘心这样做，因为这还得与敌伪打交道，不算是“自谋出路”。　　不久，王光英与中
学同学宗德淳合伙，在天津子牙河畔胜芳码头附近开了家近代化学厂。他投入的是自己的技术。’最
阜是为橡胶厂制作自行车内胎的气门芯，接着，王光英试制成功了避孕套，这在中国可谓开风气之先
。沦陷时期，硫磺是重要的军需物资，受敌伪严格控制，而硫磺却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王光英用
土法研制成功了脱酸硫磺，这是他与宗德淳合作的第一个真正赚钱项目，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资本原
始积累”。　　王光英工厂的产品除上述几种外，还有木质干馏，即把木材放进铁罐加热蒸出木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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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从木焦油分馏出木精、醋酸等。后来木材缺乏货源。王光英又把设备改造，制作骨胶肥田粉以
及酸性染料、橡皮胶等等。他说自己曾“八大改行”。　　短短两年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改行呢?他说：
“中国民族资本一向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统
制经济下，连这点夹缝中生存的条件都没有了。形势逼羞我必须无时无刻地去探索新的出路！”　
　1944年，他又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氢染料（行业中叫作“黑电粒”）。二次世界大战就德国
染料畅销中国市场，但后来因抗战停止了输华，仓库存货无几。如今这种染料突然又出现在市场上，
这使天津染料商大为惊奇，纷纷猜测。有人说：“莫非是德国人用潜水艇运来供应日本的?”后来才打
听出原来是子牙河畔那座土坯房子哩的产品。　　于是，天津一些染料商和颜料庄，纷纷前来订货。
王光英起初只以为这是“物以稀为贵”，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他生产的黑电粒不是在天
津市内出售，主要是运往解放区供土布染色用的。　　当时，王光英另一种大量运往解放区的产品是
橡皮膏。这是普通的医疗用品，但在沦陷时期，敌人只允许在城市买，而要运往解放区是严禁的。橡
皮膏是小商品，供应解放区，赚钱不多而冒的风险却很大。但为了抗战的需要，王光英肯做一般生意
人所不肯做的买卖。他说：“抗战时期，我自己虽然没有进入解放区，但我的技术、我的产品是早已
进入解放区了。”　　从194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即从王光英25岁到30岁的5年中，他的近代化学厂
的工人从原来的16个增加到120个；从一间土厂房发展到两个工厂——南厂和北厂，此外还有个在市中
心的营业所。5年中王光英就像蜜蜂酿蜜，采集百花，点点滴滴积累资本。　　解放后，王光英先后
出任天津近代化学厂（1954年公私合营）、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同时还在天津市工商联、天津市政协、天津市政府先后担任了领导职务。
　　三、衔命而出　　1981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三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
之邀，赴澳庆祝该会成立100周年，顺道访问香港。王光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访港归来，王光英
自己起草、署名，向党和政府提出了一份书面报告，题为：《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　　建议报告
分别送给了天津市市长胡启立、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家经委、外经贸部、人民日报社、民建中
常委、全国工商联。报告转到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人很快就批示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并任命王光
英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出乎王光英意料。他写这份报告，原意只是反映情况，提出自己的见
解，并没有其他考虑。　　自从邓小平指出“把门路开得宽一些，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以
后，各省市政府都创办了一些由原工商业家为法人的公司，有的省市还把分公司开到了香港。不过，
直属国务院，由原工商业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部级公司只有两家，即荣毅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和王光英的光大实业公司。这两家公司有个不同点，即前者的总部在北京，后者的总部在香港。建
国以来，把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恐怕只有光大一家。　　光大的汉文全称有两个：一、中国光大集团
有限公司；二、光大实业公司。1983年4月11日，公司正式成立，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
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
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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