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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叶檀
温州“最无前途”有5项衡量指标

缺乏城市规划。首先，温州城市缺乏规
划，基建不太好，以前这一景象受人称道，
小政府才能发展起大市场。当城市发展到
了一定阶段，起码说明此处缺乏规划发展
的自组织能力，或者说，这帮先富起来的人
没有得到制度的支撑，可以向着规划健康
发展过渡。

赚快钱。现在，温州资金无论炒房还
是炒股，以凶猛的赚快钱为主，这说明温州
人存在恐惧心理，以规避未来的不可测的
风险。这样的恐慌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是
非常不利的。

人际圈封闭。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
以前作为信用圈互相支撑的基础受到称
道，现在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大型经济周期
转变，老乡的信用担保体系会从如履平地
变成火烧连营，一场大火就能烧掉担保体
系。温州金融创新曾经那么受重视，但到
现在为止，温州的金融创新并没有取得重
要成果。这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当地文
化基础的因素。

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温州人形成密
不透风的圈子，有点像潮汕商帮。在市场
经济刚起步之时，这样的做法可以形成合
力，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只有深圳、北京这
样的移民城市才能合最优秀的人才之力，
而在温州当地却很难做到，温州不是一个
开放的移民城市。

一些温州人在外地可以是人中龙凤，
我认识一些很优秀的温州企业家，但到了
当地，却因为池水太浅得不到太大的发
展。他们大规模地移居外地，很多移居到
纽约、巴黎。

教育薄弱。再看教育，温州有 8 所高
校，只有宁波的一半，嘉兴也有 10所，又一
个问题是，温州的资金为什么不能在三十
年里积聚起足够的教育资源，作为未来经
济发展的后劲？

资金外流。温州人有钱，地球人都知
道。但从本外币存款来看，2015年温州人
均 10.51万元，远不如绍兴和宁波，跟唐山
这些城市差不了多远，宁波人均本外币存
款 20.67 万元，绍兴 13.99 万元，金华 12.63
万元——问题来了，温州的资金流向了哪
儿？为什么不能沉淀在当地？

温州希望温商回归，他们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当地的环境，以及当地并不鲜明
的经济特性，使得温商的回归，更多地基于
感情，而不是基于理性。

温州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显示了在传
统文化中放松管制，城市能够达到的市场
化发展前景。同时也显示了，没有市民文
化、规制文化为支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
济圈中，资金会怎么运作，人会往哪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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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温州列入最没前途的十大中国城市？
来看看当地经济学者的看法和观点

网友说得好：每一次关于温州的讨论，其实都是温州的一次发展契机

记者观察

温州正在转变
能看到它一天天在进步

我十几年前到温州，说实话，印象不是
很好。温州早年的建设，见缝插针。城市
看起来比较乱，城中村遍布，前一脚在城
里，后一脚在农村。

叶檀说的现象，温州或多或少存在。
但住的时间长了，就会被温州的一些精神
所吸引。温州的高校确实少，但有一点是
其他高校无法比的：无处不在的创业激
情。大学期间很多学生就已经是老板了，
我采访过一个学生，大三就开上保时捷，
钱都是自己赚的。我在温州最大感受是，
听温州的朋友们聊天，大多是聊投资什么
项目。

温州正在转变，能看到它一天天在进
步。城市框架拉大，土地供应增加，在今年
全国很多城市房价大涨的情况下，曾遭腰
斩的温州楼市依然波澜不惊。中央绿轴、
滨江商务区、高铁、轻轨⋯⋯温州的城市建
设和交通确实好了太多。2012年以来，温
州GDP增速从全省垫底逐年提升，到今年
9月位列全省第三。

网友“豪哥”说了一段很中肯的话，“温
州目前确实存在被边缘化的尴尬，我们不
必讳疾忌医。2002年，深圳出现企业外迁，
人才外流现象，一篇1.8万字的长文《深圳，
你被谁抛弃》发布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时
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没有急于去反驳，
而是找该网友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
话，其后，国务院调研组再次约见该网友，
体现了深圳的城市包容度，如今，深圳已跃
升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今天，每一
次关于温州的城市讨论，其实都是温州的
一次发展契机，都是对温州的关切，温州应
该感谢他（她）们。”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过去温州靠自己的倔强拼
搏抢得改革的先发优势，今天各地改革风起
云涌，温州受地域、资源的客观限制，改革的
相对优势弱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
永远能够始终保持百米冲刺，这是对温州的
苛求。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性城
市，温州经受了更加彻底的市场经济洗礼，
改革的基因早已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温
州当然也会遭遇新的挑战和阶段性困局，但
只要春风乍起，便又是一片灿烂。”

看衰也罢，反驳也罢，找准自己的定
位，有不足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就像叶檀
所说，这样写是为了这些城市更好地发展。

温州经济学者
温州本来就以“走出去”闻名

谢浩（原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
区域经济研究专家）：

此文对于温州的解读，缺少充分的数据、事实和
理性分析。比如将温州与深圳、北京等移民城市做
比较，以及选取用来支撑“城市前途”的数据，都有许
多待商榷的地方。

“以人口流失、人均财富占有量低，教育相对不
发达，相应的消费数据较低”等作为其筛选的标准，
暴露出作者对温州改革发展的历史了解过少。温州
向来以“走出去”闻名于世，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占有
量一直以来就是大多数，以前人均财富占有量、消费
数据等本来就低。如果就凭这些作为评价城市“最
无前途”的标准，那么又怎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温
州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
精神，从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城市走向令全国瞩目的

“有前途”，创造了全国典型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呢？！

温州应继续在改革上有所创新
马津龙（原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本土经济学家）：
叶檀所说的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老乡的信用

担保体系等问题，其实是不规范市场经济的普遍现
象，并非温州独有，只不过温商群体较早参与市场活
动并且数量庞大，给人的感觉更明显一些。规范的、
完全的市场经济，信用的法制建设、道德建树，是不
容回避的改革任务，无论温州，还是全国。

温州发展最大的特色，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率先进行制度创新从
而一度神奇般崛起。温州制度性先发优势的弱化，
和中国改革一定期间的徘徊和难以深化等有关。作
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曾经的领跑城市，温州理应继续
在深化改革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

温商网络已处在3.0阶段
张一力（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在我看来，温商网络是一直在拓展和创新的，逐

步从1.0到2.0，再迈向3.0。
温商网络 1.0阶段，温州人圈子是相对封闭的，

大多是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的交流，从事着劳动密
集型商品的商贸往来。进入2.0阶段，温商开始涌向
全国各地的市场，温州人办市场的能力也举国皆知，

“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温州人”也体现了温州善于经
商、敢于创新的特质。当下的温商网络已处在3.0阶
段，温州人的脚步已遍及全球，温州的商品也卖向全
球，同时通过温商也将全球的优质资源逐渐反哺到
温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温商网络3.0版中的新生
代温商，具备了华侨基础、海外资源、全球视野等特
质，他们所创的新业已完全不同，他们更聚焦互联
网、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新兴领域。

受到诸多要素影响，温州在教育、科技等方面也
许不比一些一线城市，但温商网络的不断变化和创
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之处。从本地到全国再
到全球，温商创新网络是逐步开放且国际化的，这是
温州的特色，也是温州的前途所在。

这几天，温州真的炸了锅。从来没有这么多温州人如此认真地去审视自己的家乡。
10月24日，财经作家叶檀把温州列入“最无前途的中国十个城市”之一。在这个榜单上，还包含了长春、哈尔滨、沈阳、兰州、大同、洛阳、南昌、唐山、大连等城市。
叶檀女士在文章中肯定了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也是中国最具有金融意识的群体。”但是，“温

州人有前景，不等于温州有前景。温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
被指“最无前途”，这太伤感情了！温州本土经济学者纷纷站了出来，针对叶檀的论点发表自己的看法。 记者 甘凌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