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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市，一个以生产经营工业电器而闻

名的传奇城镇，以浓墨重彩书写了一部雄

浑神奇壮丽的创业史、一部浙江民企发展

的浓缩史，记载了浙江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

激荡风云。

柳市隶属于浙江省乐清市，在改革开

放年代里一跃成为嵌在东海边上的明珠。

那时曾有柳市人从新疆往回发家信，省去

浙江温州乐清字样，直写柳市镇，竞然毫不

耽搁地寄达，足见柳市小镇的知名度已非

同一般。

柳市以发展股份合作制为起点，较早

地实行了市场化经济改革，形成了以民营

经济为主体、股份合作制为特点、商品市场

为依托的经济格局，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区域发展新路子，被新闻界、经济界、学

术界称为“柳市现象”和“温州模式的发祥

地”。柳市是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

国家级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小城

镇建设示范镇、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唯

一乡镇先进集体，曾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

“中国经济强镇”、“中国百强名镇”、“中国

小康建设十佳镇”、“中国新农村建设明星

单位”、“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镇”、“中国最

具发展优势城镇”等称号，综合实力连续 16

年位居温州市第一。2011 年，全镇实现工

业总产值 610 亿元。

2011 年，黄华、七里港、象阳和原柳市

合并组成一个新的柳市镇。新柳市面积扩

大到 92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从 10.6 万增至

20.5 万；外来人口从 17 万左右增加到 24 万

左右;村居总数从 77 个村、6 个社区增加到

158 个村、6 个社区、3 个居委会。

柳市镇党委书记潘云夫说：“我们有一

个大柳市战略，把自己定位为温州大都市经

济圈北翼的重要城市组团和乐清南翼的中

心小城市，谋求由乡镇到城市的升级蜕变。”

成长经历艰辛

柳市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因

低压电器而闻名全国。1977 年上半年，柳

市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诞生，时至今日

柳市镇的 9 家电器集团均曾名列温州市企

业前十名。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天正集

团、人民电器集团、长城电器集团、环宇集

团、兴乐集团、华通机电集团、新华电器集

团等都为低压电器行业创造出辉煌业绩。

有学者认为，温州人的重商文化是形

成今天产业模式的根源。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区位条

件、资源条件及制度因素外，区域文化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

德通过对意大利南部社会的深入考察，认

为南部的贫穷与专制源于被称之为“贫穷

文化”的“非道德性家族主义”文化，而温州

从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中崛起也源于温州

独特的地域文化。

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发端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当时一部分社队企

业由以修配或制造农机具为主，后开始转

型为五金电器生产，为后来低压电器产业

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以家庭

企业、专业市场和农民供销员为特征的柳

市低压电器产业蓬勃发展，当时这个小镇

已有 7.8 万人进入低压电器的生产、销售

商海中，短短几年后，该小镇就发展成为

拥有多达 2000 多家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

企业的全国性低压电器产销基地。而这

一切，都离不开温州人的祖先传给儿孙的

看家本领。

柳市的发展曾几经周折。柳市“八大

王”是改革开放初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

1982 年 1 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

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八大王”的商品经济

行为被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1984 年中

央又提出“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的

乡镇企业发展总方针，被关押的“大王”陆

续释放。这一年，柳市的低压门市部发展

到 一 千 多 家 ，生 产 和 经 销 人 员 达 五 万 余

人。后来因为技术和管理水平不能同步跟

上，部分企业和家庭作坊利欲熏心，柳市产

品 又 一 下 成 为 伪 劣 的 代 名 词 。 1990 年 6

月，国家七部、局组织联合工作组到柳市检

查，柳市地方政府清理了 965 家柜台和门

市部，取缔了 255 个家庭作坊。经过切实

整改，1994 年柳市重新成为浙南地区综合

实力第一强镇，并保持至今。

2009 年是柳市工业经济发展最为困难

的一年，柳市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

和土地等要素资源制约加剧的严峻局面，

全力以赴保增长、抓转型、惠民生、促和谐，

使全镇工业经济再呈良好态势。从 1992

年至 2010 年的 18 年间，柳市 GDP 从 3.7 亿

元增加到 165.3 亿元，年均增长 23.5%。从

1992 年至 2011 年的 19 年间，工业生产总值

从 3.5 亿增加到 600 余亿，年均增长 31.1%；

财政总收入从 2618 万元增加到 30 亿元，年

均增长 28.3%。

转型初见成效

柳市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属于原始发展期。柳市的一批农

民，放下手中的农具，做起了低压电器及相

关原材料、零配件的生产经营，并很快形成

了集群效应。当时的低压电器产销基地是

在农村家庭工业基础上形成的，一乡（村）

一品，一品多营，有利于多层次的专业分

工。柳市镇形成了十个规模较大的专业村

和专业乡。柳市的低压电器以价格低、规

模大、流通快的特点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柳市低压电器产业崛起，对“ 小商

品、大市场”做了很好的诠释。

第二阶段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属于整合发展期。由于生产的低、

小、散，市场秩序混乱，商业道德低下等问

题 ，柳 市 的 低 压 电 器 走 过 了 一 段 曲 折 之

路。在产业生死攸关的危机面前，柳市人

开始了二次创业，电器产业步入了健康、规

范、有序的发展轨道。

第三阶段是在 21 世纪初至今，在全球

化发展的背景下，柳市的电器产业集群正

在经历着产业升级转型和国际化的历史

跨越。

温州的影响力既体现在精明的温州商

人身上，也体现在温州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上。温州的鞋、服装、低压电器、打火机、眼

镜、剃须刀等轻工产品，无论在国内市场，

还是在国际市场，无一不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近年来，温州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

遭遇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些产

品对进口国本土产业产生巨大冲击所致。

温州产品竞争力的另一个来源，是温州区

域产业集群和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

虽然温州的产业集群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但是这些产业集群，总体上不属于创新

型的产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

低成本和精细化分工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上，以及人际关系和市场网络的营销上。

温州及柳市电器的不少企业只是在规模、

价格等低层次上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化竞

争环境中极易陷入不利困境。目前，随着

国际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用工成本的提高，柳

市电器企业在技术和营销方式上的同质性

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过度加剧，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人们也看到温州民营企业正在积极

地通过探索产业转型和经营模式的转变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例如柳市正泰集团始终把自主创新作

为企业发展之本。近年来，集团形成了低

压电器、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等几大主导

产品，并通过引进美国第二代太阳能电池

技术专家，成立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专业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应

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项目，成

为正泰集团发展新的增长极。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民族

产业正面临着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际竞争

国内化的新竞争格局，在经历过产品出口

和国外市场运作阶段后，柳市的一些大集

团开始与世界电器行业的跨国巨头进行经

营上的实质性合作。一开电气集团与德国

穆勒电气公司于 2007 年 7 月开始合作，先

是引进对方先进的制造技术，并为穆勒电

气贴牌生产，第二步则着手合资；2005 年

初，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资组

建了由通用电气公司控股的通用正泰电器

有限公司；2006 年 12 月，正泰控股的温州

联凯电气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与荷兰 KEMA

公司合资兴建了凯玛测试服务有限公司；

2007 年，德力西集团与法国电器巨头施耐

德合资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致力于低压电

气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合资公司沿袭德力

西低压电器方面的运营模式，独立发展，使

用德力西品牌。此外，天正集团、人民集

团、长城集团等大集团也都相继迈出了国

际化经营的步子。

柳市电器产业的发展历程，让我们看

到了勇于创业创新的温州人和温州民营企

业正在不断地丰富着温州模式的内涵。

柳市即将成市

1572 年明代的《乐清县志》记载了柳

市得名的传说：西乡独龙冈（今龙岗山）的

龙首桥（今虎啸桥）畔有一棵大柳树，浓荫

如盖，乡下人多聚集在柳树下交易，故得

名柳市。

昔日的柳市只是个农村集市，和现代

的城市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

经过 2011 年的合并，柳市的真正城市

化已经呼之欲出。柳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不

仅体现在地图上，七里港区和乐海围垦黄

华片区的并入为柳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象阳镇的

并入，则极大地丰富了柳市的文化底蕴。

柳市的经济版图轮廓渐渐清晰：一个

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定位在了“一心、两轴、

两带、五区”。具体地说，一心是指城市综

合体服务中心；两轴是指柳青南路、中心大

道；两带是指沿 104 国道服务产业带、沿海

产业带；五区是指湖头片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集聚区、七里片港口物流区、黄华片新兴

产业拓展区、象阳片工艺美术综合性产业

区、城市生态抚育区。

这是“大柳市战略”描绘的蓝图。镇党

委书记潘云夫说，一直以来，制约柳市发展

的因素是空间问题，只要牢牢把握住新一

轮行政区划调整的契机，就能带来整个片

区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区划调整后，柳市可以发挥原来这些

地区的产业优势，实现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也便于中心区的“退二进三”，给

更多的服务业提供机会，提高核心区的整

体 建 设 管 理 水 平 ，长 远 惠 及 广 大 人 民 群

众。从行政区划合并来说，此次调整是实

现“大柳市战略”的一个重要契机。

近些年来，柳市镇党委政府一直在谋

划“大柳市战略”。2012 年，104 国道柳市段

拓宽、乐白公路拓宽、沈海高速柳市互通，

柳青南路延伸、溪桥路延伸、文化中心等 34

项总投资 53 亿多元的重点工程项目将陆

续开工。柳市，已经完成从农村小集市到

现代化城市破茧化蝶。

镇党委书记潘云夫表示，柳市镇将结

合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修 编，加 快 现 有 基

本 农 田、城 市 空 间 和 建 设 用 地 的 布 局 调

整，把片区资源集中起来优化配置，形成

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区域产业优势、空间

优 势 和 品 牌 优 势 ，做 到 区 域 功 能 的 合 理

划分、公共基础设施的共享，推动新柳市

的新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柳市着眼于民营集群

经济发展，亮出了一张张国字号名片：“中

国 电 器 之 都”、“ 中 国 断 路 器 生 产 基 地”、

“中国防爆电器生产基地”、“中低压电器

出口基地”……，同时柳市还拥有自然条

件、区位条件和综合实力、产业特色等诸

多 优 势 。 目 前 ，新 柳 市 结 合 城 市 发 展 目

标，正致力于打造温州大都市经济圈、重

要城市组团、乐清大城市南翼中心、国家

先进电工电气制造业基地、创业投资总部

经济示范基地。

今后五年，将是柳市积蓄发展后劲、集

聚发展活力、加快发展步伐的重要机遇期，

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建设更高水

平的全面小康关键发展期。

行政区划的调整将成为柳市新一轮发

展的强大引擎，如今这一引擎已然启动。

潘云夫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明确城市发

展规划定位和产业的科学合理布局。强化

发展平台支撑，加快重点片区功能调整和

产业集聚，更加突出城市化对工业化的推

进作用，着力在要素集聚力、区域品牌影响

力、小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实现新

的腾飞。

潘云夫提出，一是以特色文化打造个

性柳市。在推进柳市镇向小城市转型的过

程中，将坚持以先进文化引领城市文化建

设，把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作为提升柳市形

象和竞争力的核心来抓，不断从柳市人“敢

为天下先”精神和电气产业发展形成的优

势中，提炼柳市城市文化主题，扩大柳市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以特色经济打造个

性 柳 市 。 有“ 市”才 有“ 城”，无“ 市”不 为

“城”。柳市将在以高低压电器为代表的产

业集群化和规模化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

上，努力构建现代工业电气产业集群，实现

“产品高端化、经济集约化、品牌差异化、链

条国际化、产出高效化”，走出一条符合柳

市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

三是以特色生态打造个性柳市。我们

将充分发挥河网密集和城镇周边的山体优

势，加强柳市千河、乐 运河、白浦河等水

网资源的保护，结合商业街打造滨河景观

休闲带，开发沿河休闲资源，维护龙岗山生

态资源，注重保护柳市镇特色文化、历史遗

迹等人文资源，扩大城市公园、绿地和休憩

场地面积，形成山水、人文、城市融合一体

的建设格局。

未来的柳市该如何描述？于 2011 年 3

月召开的柳市镇党代会，把“十二五”目标

归纳为三句话：实力柳市、文化柳市、幸福

柳市。这三大目标的实现是柳市成为现代

化城市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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