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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Yongjia School as an Intrinsic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nzhou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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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nzhou economy is a classic exam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it is also the 
continu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Yongjia School of Thought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paper takes the Yongjia School, a 
cultural element tha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enzhou region, as the theme,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Yongjia School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nzhou, as well a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Yongjia School’s idea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nzhou, and pro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Wenzhou’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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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学派作为温州经济发展内在因素的思考
廖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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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温州经济是中国区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典例，温州经济也是永嘉学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演进。论文以永
嘉学派这一对温州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要素为主题，分析永嘉学派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及永嘉学派思想对
温州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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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秦汉至今，温州文化曾有过七次兴起，而最有名的

当数南宋永嘉派。永嘉学派强调实用和功利主义，反对空谈，

主张同时重视农业和商业，不以义抑制利。永嘉学派的事功

哲学在潜移默化中对温州人的商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尤

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温州当地人创立的温州模式突

出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务实、吃苦、创新的特点，它激发了人

们的商务潜能，从而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温州

模式是基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

农村商品经济致富之路。它的主要特征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主要表现为以家庭或合作社为主体的民营企业、专业市场、

农民购销社、民间借贷等。温州模式下的小型手工业，一度

创下了惊人的发展奇迹，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被浙江以

至全国所模仿。由此可见，文化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成为一个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越来越重要。

2 文献综述

学者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形成原因、发展

特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及金融创新和文化影响等方

面。在温州模式内涵和特征的研究方面，费孝通将其定义为

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市场特点为小商品、大市场；在温州模

式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方面，王晓斌认为温州模式的形成

与地域特点、家族企业传承、市场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

出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路径是从家族经营到产业集群形成的

演变过程；在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方面，李明认

为温州模式以其灵活的经营方式、创新的金融模式和良好的

商业文化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温州模式的

融资方面，刘建平指出，温州地区形成的私人借贷网络为企

业和个人提供了便利的融资渠道，但也存在着风险和监管挑

战；在温州模式的区域文化方面，李庆鹏认为温州经济的腾

飞深受从南宋时期就形成的永嘉事功学派的影响。

现有的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不仅涵盖了温州模式形成的

原因、发展的路径以及融资渠道等，也提及了区域文化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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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经济发展的渊源，我们知道不管是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

展，还是温州模式在金融方面的创新，都是与当地独有的文

化密不可分，因此论文将永嘉学派作为温州模式发展的内在

因素进行探讨，分析永嘉学派在温州模式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以及永嘉学派思想对温州模式发展的制约，对温州模式

的发展进行展望。

由此可见，文化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

一个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

要。永嘉学派所包含的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因

素，对温州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持续的影响。论文旨在通

过分析永嘉学派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要素作用，从发展

区域文化的角度提出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思考。

3 永嘉学派的主要观点

永嘉学派思想非常丰富，内容广泛而深入，是温州模

式的理论基石。它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时代意义，受到全国各

地学者的关注。永嘉学派以叶适为代表，提出了事功思想，

强调义利并重，鼓励商业交流和工商业的发展，反对纸上谈

兵。它注重实效，追求功利，强调实际行动，秉持务实创新

的精神。永嘉学派倡导圆通精神，崇尚吃苦和创新，强调实

际应用和实用性，体现了追求变革的辩证思维。它强调效益

最大化，直面现实，尊重规律，鼓励积极行动。

永嘉学派反对只谈义理而忽视实际，批评重农轻商的

观念，主张同时重视农业和商业，不以义抑制利。叶适指出：

仁人正直行事时不考虑个人利益，明确道路时不计功劳。他

反对劫富济贫，并且肯定了富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永嘉

学派的这一系列核心理念在现代温州人的致富道路上得到

了广泛继承和发展。

4 温州经济的演进

4.1 温州模式发展探索期
改革开放前，温州面临着人均耕地稀少、国家补助有限、

可用资源不足和交通条件差等问题，温州地区 1978 年的生

产总值仅为 13.2 亿元，位居浙江省第四位，排在杭州、宁

波和嘉兴之后。然而，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温

州改革开放的道路，农民们放下了农具，拿起了商业工具，

温州迎来了全民创业的热潮。温州农民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

胆识，很快就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走上了“市

场经济”之路。温州模式应运而生，它是一种少见的由下至

上的经济制度。然而，温州模式在初期的快速发展中也暴露

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为图一时之利，一些温州人已开

始批量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这暴露出家庭作坊式经济的巨大

弊端。

4.2 温州模式发展爆发期
温州实行农地承包制后，建制镇数目由 1978 年 18 个

快速增加到 1991 年 121 个。通过城镇化建设，温州充分利

用区位和资源优势，一批经济强镇、名镇相继出现，有“中

国农民第一城”之称的苍南龙港镇，“中国最大低压电器之

乡”乐清柳市镇，“中国钮扣之乡”桥头镇等，温州乡村产

业化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温州专业市场已实现了向

纵深发展，形成了以产业集群为中心，社会化分工与合作程

度较高的专业化市场。

4.3 温州模式发展瓶颈期
2003—2012 年“温州模式”已步入发展的瓶颈期。经

济总量保持在浙江省第三的位置，同领先者杭州和宁波的差

距逐步拉大，同绍兴和台州等后来者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到了 2003 年下半年，经济发展速度更是慢了下来，成为全

省最后一名。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有了长

足的进步，已从一个资源贫乏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更高层

次的社会，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日益增加。在温州，

以价格为主导的市场环境下，许多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以及

中低端产品，都面临着空前的考验。

4.4 温州模式发展恢复期
随着国家对“互联网 +”经济的大力扶持，温州人以

敏锐的经营意识，“温州模式”又一次得到了振兴的契机。

2012 年 3 月，为了引导、规范温州民营资本的发展，国务

院常务会议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

方案》，提出将温州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这是国家对温州的重大支持政策，为温州开启了率

先进行金融综合改革的道路。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与温州人民

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精神不谋而合，可谓

是百家争鸣。温州市统计局公布的《2018 年温州经济运行

情况分析》显示，温州各类登记市场主体在 2018 年末达到

96.9 万个。

5 永嘉学派对温州经济的影响

5.1 经世致用，求实务实的影响
经世致用，求实务实的思想，造就了温州各级政府的

领导和群众最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温州

模式”的发展，尤其是在困难时期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在

由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

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温州人民

始终保持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念，温州

各级政府对“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保

持着一种“放任自流”的心态，这种“放任自流”也是温州

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使民营经济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5.2 重视功利，富有改革精神的影响
温州地处偏远，被山环抱三面，海洋面前，政府扶持

政策较少，因此温州人在压力下培养了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深

厚的商业文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以追求利润为导向，

踏踏实实地积累原始资本，为今天蓬勃发展的温州经济奠定

了基础。永嘉学派的思想与温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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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它对当今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使温州的私营企业更

像是市场经济的主力军。

6 永嘉学派对温州经济的制约

6.1 事功文化导致人才资源相对匮乏
永嘉学派的事功文化导致人才资源相对匮乏，温州部

分民间社会投资主体在资金投入上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

利”和“投机取巧”的特点，其资金投入更多地偏向于“虚

拟”而不是“实用主义”。在事功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物

质主义趋势，在企业的运作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对短期效益

和个人经济效益的追求，忽略了长期利益与社会价值。因此，

温州大部分企业在规模的扩张、产品的创新以及优秀人才的

引进与留用等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6.2 家族式管理制约着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
温州受“家天下”传统思想的影响，温州以私营企业

为主，其中，家族制几乎成了每一家私营企业发展的标志。

但是，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权的限制，民营企

业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出来。家族制度在现代企业中存在人才

排斥的弊端，这一不利因素在企业逐步扩大规模时变得越来

越明显。此外，由于家族制度的实施，公司的管理比较分散，

所以很难通过合并和股份制改革来进一步发展。

7 温州经济发展的展望

7.1 弘扬、拓展永嘉学派思想
温州人的精神中，永嘉学派事功主义塑造的创新精神

引人注目，我们需要在永嘉学派思想影响温州人精神的过程

中保持其特色和优势：首先，不能仅仅局限于永嘉学派中的

重商主义，要将其深化为实业精神，重视产业的长期利益；

其次，在资本投向方面，应更多地关注人力资本、产品创新

等实用方向；最后，不能受限于家族企业这样的管理模式，

应当在此基础上吸收契约精神等管理理念。同时，需要适应

市场经济发展的温州人精神，例如温州的崇尚务实、敢于竞

争、勇于进取的实干精神，以及艰苦创业、开拓精神等。

7.2 改进管理制度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温州模式以股份合作为主要特征。这些公司大都是在

血缘、地缘或情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基于血

缘、地缘和情缘的运作管理架构，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

显露出人才匮乏、知识陈旧、权责不明、管理滞后等诸多问

题，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在管理上，一定

要打破狭隘、偏见以及传统观念，将家长制转变为分层垂直

管理，尽量缩短管理路径，提高工作效率。在人才管理方面，

不应以亲情为唯一标准，而是应该以能力为唯一标准，鼓励

建立一套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人才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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