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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行街卖过服装、开过超市、

操作过商业楼盘，接下来，在肥西投

资的准四星级酒店也将开业。在皖

的浙商中，她是为数不多的女企业家

代表。在记者的访谈中，这位“盘活”

三里庵旺城大厦，操作恒生·阳光城、

安粮蓝寓等多个成功案例的新温商

集团的“掌舵者”林小冬，言谈举止充

满谦逊，但更多却体现出一种睿智和

果敢。

谈起创业经历，林小冬虽是一

名女性，却充分展现了浙商“敢闯敢

干”的精神。15岁的她，离开家乡去

厦门、福建摆了两三年地摊，利用积

累的资金，开超市、卖服装到代理品

牌女装，经营渐渐有了起色后，她想

扩大规模。在准备“转战”待挖掘地

西安的路途中，她途经安徽，凭着敏

锐的商业嗅觉，林小冬最终把这趟

“转战”路程的终点锁定在合肥，看

中的正是安徽得天独厚的中部区域

优势。

2003年，林小冬向安徽合肥进军

了，买了三个门面专卖品牌女装，虽

然认真运作并没回馈多少经济效

益。2004年，她向新火车站的“白马”

服装城发动“进攻”，继续主攻服装销

售。短短的半年里，经营风生水起有

声有色。之后，在浙江老乡们的带动

下，涉足商业、地产等行业。

为了得到家人的一致信任和支

持，在家排行老幺的林小冬更是将家

族“搬到”安徽来，不仅把父母接到自

己身边照顾，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

林小冬的带动和帮助下，现在都有着

自身的事业。如今，出身贫家的林小

冬，对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很有感

受，每年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对社会

弱势群体进行帮助。

影像2
服装梦在安徽绽放

商会，商人的娘家
采访中，不少企业家都长期

定居在安徽，有的甚至举家迁

徙。故乡虽回不去，但在他们内

心，商会就是娘家。

按照尹佩贤的话说，有困难

可以找商会、缺资金也可以找商

会，甚至想吃家乡菜，也可以咨

询商会。浙商瑞雅国际酒店、

“外婆家”……一个个地域特色

极强的饭店、酒店，正是浙商消

愁解忧的地方。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商会在两地经贸往来中扮

演“桥梁”作用的同时，也多了一

份老乡会的角色。

记者手记

部分在皖兴业的浙江籍企

业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中国·耀华电器集团董事

长 何建国

2、绿宝电缆集团公司董事

长 张胜利

3、合肥民福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水英

4、安徽省百惠集团公司董

事长 李昌强

5、安徽浙商投资集团公司

董事长 林初田

6、合肥万事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 尉俊

7、合肥宋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 王闻乐

8、安徽大雄华东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美多

9、安徽方兴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洪福

10、安徽中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卢向中

11、安徽省华民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欣蓉

12、安徽温佳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朱鲸

13、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商晓波

14、安徽东雕造型技术工程

公司总经理 胡品贵

15、安徽浙东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权

16、巨人通力电梯安徽分公

司董事长 唐庆国

17、浙江祥源投资集团董事

长 沈保山

18、杭州中仑集团合肥亚太

置业董事长 刘成生

19、安徽盾安民爆器材有限

公司董事长 石林生

20、安徽广力集团公司总经

理 朱巧萍

上述名单根据安徽浙商网

公开资料整理

链接

朱鲸等浙商只是来皖投资企业家中的一个缩影。从2002年安徽省浙

江商会成立以来，更多的浙商的来到江淮大地。他们或投资地产，抑或做

起小商品生意，打造了一个个合肥“义乌小商品城”。

江淮第一商帮给安徽带来了什

么？

以擅长做棉被等工贸生意的朱

鲸为例，每年两个亿的营业额，平

常人看来已近乎天文数字，而在他

自身看来，在所有的在皖浙商中，

实在是不值一提。事实也的确如

此。“绿城”、“绿宝”、“宝业”等一个

个“盘”在江淮大地上的“大腕”，都

是浙商的身影。

来自安徽省浙江商会的一连串

数据，或许最能直观地体现10年来，

江淮第一商帮给安徽带来了什么。

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浙商企

业从最初的 130多个投资项目，总

投资额200多亿元，发展到现在拥

有10000多家企业，总投资逾10000

亿元。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

就有67个来自安徽省浙江商会的

成员。

一方面，大量浙资涌入安徽，仅

2011 年浙商来皖投资的项目就有

1379个，投资额为4808亿元；另一

方面，浙商的创业也给本土带来了

巨大的就业机会：40多万浙江人在

安徽从事商贸经济活动，合肥就有

10万浙商，创造了近30万人次的就

业机会。

10年带来10000亿

“葫芦胆儿大”是郑勃对浙商最

为深刻的印象。几年前酒桌上的一

个故事，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商会

一次会议结束，会员单位聚餐时，

两个企业家在饭桌上“拍板”，一个

出资1000万，一个出资500万，共同

投资一个项目。

事实上，“葫芦胆儿大”是浙商

的传统，郑勃谦虚地将此概括为，

与文化有关：浙江人的家乡观念较

为淡薄，事业在哪，哪里就是家。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面临的风险

大，但同时机会也大。“投资必须要

看好时机，讨论过多的话，很可能

就会失去最佳时机。”

浙商的“葫芦胆儿大”，一定程

度上与“抱团”精神不可分。“抱团”

也成了浙商经商的一大特色。

作为木雕工艺品企业的老板，

胡品贵在创业初期的连续低迷，若

没有老乡们的帮助，很可能坚持不

到现在。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

到，像胡品贵这样“抱团打天下”的

浙商数量越来越多。

其实，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抱

团合作是目前浙商开拓市场中的

一种趋势，一幕幕“抱团打天下”

的故事更是接连不断地登场。“抱

团”也成了浙商抵御金融危机、市

场风险的有力武器。

抱团“打天下”

安徽省合作交流办公室经济

联络处负责人、安徽省浙江商会秘

书长郑勃依稀记得，2002 年 8 月 8

日安徽省浙江商会成立时的情形，

“时任两省主要领导亲自见证了商

会的成立，这也是在我省成立的第

一个商会组织”。

事 实 上 ，早 在 上 世 纪 80 年

代末 90 年代初，就有不少浙江

企业家来到内地市场。而伴随

着 商 会 的 成 立 ，来 的 企 业 家 更

多，也结束了早期零散的格局，

“ 浙 商 开 始 大 规 模 向 江 淮 大 地

聚集”。

省合作交流办的一项数据显

示，目前，安徽省浙江商会拥有包

括淮北、马鞍山、六安、阜阳、蚌埠

等 16 个市及县级商会（办事处），

会员企业更是达到 4000 多家，直

属会员单位600多家。

浙商聚集江淮大地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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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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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省/市

浙江省

江苏省

上海市

广东省

北京市

福建省

山东省

河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项目数（个）

1312

904

563

472

346

267

142

58

63

60

总投资额

4448.4

2982.9

3692.1

2783.0

3137.0

1136.1

754.6

435.7

293.4

265.0

到位资金

992.0

799.2

521.5

476.5

473.9

257.3

141.7

113.2

55.5

48.7

比重（%）

23.7

19.1

12.5

11.4

11.3

6.2

3.4

2.7

1.3

1.2

2011年在皖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
实际到位资金居前10位的省（区、市）情况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于省合作交流办公室

浙商大腕聚江淮延伸

“钢构大亨”商晓波夫妇白

手起家从浙江来到安徽打拼，

成为福布斯与胡润富豪榜的

“常客”；“中国鞋王”王振滔“落

户”于安徽宿州，6亿元建立超

40公顷厂房；“电缆巨人”张胜

利收购安徽绿宝电缆厂，为中

国电线电缆20强……

“结缘安徽的浙商还有很

多。”在位于合肥长江西路与科

学大道交会处的浙商大厦里，安

徽省浙江商会常务副秘书长尹

佩贤，长期与在皖的浙商们打交

道，她的印象中，浙商个性鲜明

却也有共同点。相似之处，是他

们不轻言放弃，凭借着一股执着

的韧劲勇闯天下；不同的是，他

们创业的足迹遍布各个行业。

尹佩贤说，从早期来皖的

浙商来看，大多“草根”出生。

他们发家有靠摆地摊、有靠挨

家挨户上门推销。“白天做老

板，晚上睡地板；天生胆子大，

敢闯敢干敢冒险。”是大多人当

时的生活写照。

如今，浙江商会在皖走过了

10 个春秋，从最初屈指可数的

“淘金者”到现在拥有40多万人

的“浙商大军”。其中，有一定规

模的浙商企业有上万家，在皖投

资总额逾10000亿元，在安徽的

经济浪潮中不断掀起波澜，写下

了不可复制的商界传奇。

有人说，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

商，有浙商的地方就有市场。浙商，

以他们独有的商道，主宰着商海沉

浮，并将这种商业气度沉淀为一种厚

重的“浙商精神”。如今，这种精神已

在徽商故里开花、结果。在合肥，就

有一个致力缔造“浙商帝国”、书写新

浙商传奇式的人物，他就是安徽浙商

投资集团董事长林初田。

早在安徽浙江商会成立之前，林初

田就把目光锁定了合肥，成为10多年前

为数不多在安徽创业的浙江人之一。

时光回到2001年，还在温州经商

的林初田计划将生意从家乡拓展到

外地。起初，他并不看好合肥。一次

偶然的机会，因一个投资项目，林初

田初涉合肥，他感觉到了安徽渴望发

展的坚定决心和强烈愿望。温州人

似乎是天生的生意人，凭借商人的敏

感和睿智，林初田看到了商机，却仍

旧怀揣着一丝忐忑。

来到合肥后，林初田的第一个项

目，就得到了项目所在区的政府的大

力支持。良好的投资环境，广阔的发

展前景，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下子，他终于吃上了“放心丸”，决

心扎根安徽。从万家华庭、万家银座

广场，到温莎杰座、浙商大厦，再到浙

商瑞雅国际酒店、华仑国际文化广

场，林初田与他的安徽浙商投资集团

逐渐走入合肥人的生活，与合肥城市

大建设的蓝图相得益彰，共铺这座城

市的魅力画卷。

诚信、勤劳、团结、坚持……林初

田这样诠释、坚守着“浙商精神”。10

年来，安徽浙商投资集团形成了以房

地产开发为主，集物业管理、营销代

理等多个行业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

公司，可控资产达 20亿元。就在前

不久，林初田和他的浙商投资集团强

势入驻陆家嘴，把自己的“帝国版图”

延伸到中国金融之都。

“不做500强，要做500年!”林初

田这样说，抢滩陆家嘴，或许又是一

个新的开始……

影像1
安徽“浙商帝国”缔造者

影像3
与安徽高校“情难了”

在省内百分之八十的高校中，你

都能找到来自同一家企业提供的被

絮，该企业的“掌门人”朱鲸就是从浙

江来到安徽的。

“要把最佳的被絮温暖世界各

地。”这是朱鲸对企业名称“安徽温佳

工贸有限公司”的诠释。

谈起如何结缘安徽，还有段关于

抉择的故事。

1983年，朱鲸成为温州大学的一

名英文老师。7年后，他想寻求突破，

放弃大学教师“铁饭碗”工作，背着周

边人不理解的目光，承担着各方压力

而“下海”从商。最初在家乡推销家

电，时间长了之后，朱鲸觉得中间商

在利益分配上不占优势，想投准一个

从源头抓起的行业。

可是浙江资源不具有优势，劳动

力成本过高。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在

安徽做生意的朋友推荐下和亲自考

察中，1992年，朱鲸决定来到安徽，在

这个生长着“百折不挠”的黄山松“热

土”上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没有人创业初期的道路是不艰

辛的。”朱鲸坦言，创业初期的一段时

间很难熬，又要把关生产，又要到处

推销。真正的起色，是第一笔大单子

成功签约的时候。朱鲸还清楚地记

得是与安医大合作。“为了攻下这笔

10万元大单子，去安医大的次数多到

已经算不清。”之后，这股“百折不挠”

的精神也让朱鲸拿到了各大高校的

单子。

目前，“温佳”被絮已经覆盖包涵

中科大、安大、合工大、安医大等省内

八成的高校，辐射周边10多个省份地

区，年产值早已突破亿元。仅去年，

朱鲸的公司便实现产值过2亿元，利

税过1000万元。

影像4
木材“雕”到了合肥

搓背、修指甲、擦皮鞋……浙江

人做生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能

赚到钱，什么生意都愿意做。因此，

在安徽的浙商大军中，从来不缺小生

意起家的“大佬”，如卖过领带、蒸过

包子的安徽鸿路钢构集团“掌门人”

商晓波，靠12000元来皖创业的“手艺

人”胡品贵。

素有中国“木雕之乡”之称的浙

江东阳市，是安徽东雕造型技术工程

公司总经理胡品贵的出生地。初中

毕业后，胡品贵拜师学习木雕，在四

川一家具厂工作多年后，胡品贵毅然

想到安徽创业。

2005 年 3 月份，胡品贵怀揣着

12000 元来合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之旅。不过，创业之路远比想象中

要艰辛。由于资金紧缺，胡品贵在

相对偏僻的市口租了一间门面，经

营自己生产出来的木雕产品。结果

是，头3个月没卖出一件产品，进账

为零。

“当时真准备放弃了，实在是亏

不起，3个月的房租基本上把我带来

的盘缠花光了，心里特别着急。”胡品

贵说，“见我生意做不下去，一老乡给

我提了一个建议，让我把手工艺品搬

到户外做，边做边卖。”

果然，这一招很快就“奏效”了，

第4个月，胡品贵的手工艺品卖出去

了，并和当时合肥一家小有名气的家

具厂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迈过第一个坎，后面的道路显

得平坦许多。不久后，胡品贵在包

河区平塘王工业园，建造了自己的

木雕生产基地。经过 7 年的沉淀积

累，胡品贵当年怀揣的 12000 元也

翻了无数个跟头，变成了数百万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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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ota 游 戏 里 ，5v5 竞 技

赛中，一方有 3~5 个英雄一起

行动，不给敌方任何各个击破

的机会，就叫抱团。在比较顺

的时候，集体抱成一团，推进

某一路，以多打少，扩大优势；

在 被 动 的 时 候 ，集 体 抱 成 一

团，亦可以削弱对方的推进。

同样，企业家团结在一起，商

会就出现了。尤其在异地他

乡，商会更能流露出“老乡见

老乡”之感。

早在明清时期，连接徽州

与 杭 州 的 徽 州 古 道 便 形 成 。

当年，沿着这条“丝绸之路”，

徽商足迹遍布全国，古道也变

身 徽 商 东 进 江 浙 的 唯 一 陆

路。缘于这条古道，徽商与浙

商一直水乳交融、包容并进。

而今年，是安徽省浙江商会成

立 10 周年。这 10 年，浙商在

安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它

在经济往来中又扮演着怎样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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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 安徽“浙江帮”

编者按
商帮是中国一种特

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地

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

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

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

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

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

的 自 发 形 成 的 商 人 群

体。在明清 300 余年的

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

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

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

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

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

帮等十大商帮，都曾是称

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

体。

历史的发展，这些商

帮也走得更远，足迹遍及

世界各地。而今在江淮

大地，也腾跃着各路“豪

杰”商帮，他们或由南而

北，或由东至西，远离故

土，带来资金、技术与勤

奋，在安徽的土地上辛勤

耕耘。今日起，星报推出

大型策划《商帮》，为您描

述这些来自全国的“豪

杰”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