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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有祖国企业家有祖国””

编者按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民族

资本企业的家族继承人，他的家族被称为

中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毛泽东主席

评价荣家为民族资本家的首户；新中国成

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本家的朋

友圈里，他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却在国

家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带头走在前

面，成长为“资本家”的一面旗帜、一个标

杆，被毛泽东主席亲切地称为“红色资本

家”。他，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最负盛名的

企业家——荣毅仁。他的一生在不同阶

段经历了三次重要选择，但每一次都坚

定地与党和人民站在了一起，是企业家

的楷模和典范。

荣氏兄弟：荣德生和荣宗敬

1915年无锡茂新面粉厂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三次选择

““我是一个资本家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对于我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只要国家给我工作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我就做，，白天白天、、半夜半夜，，什么时候找我都行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我才6060出头出头，，8080岁前还可做点工作岁前还可做点工作。。””

第一次选择——
“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1949年5月25日，对荣毅仁来说注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
忆。这一天，上海的历史正在悄然发生巨变。他坐立不安，感到
有些兴奋，却又有些紧张，他正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选择。

荣毅仁出身无锡荣氏家族，这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工商业
家族。1900 年，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一起，在
家乡江南名城无锡创立了荣氏首家工厂——茂新（保兴）面
粉厂，拉开了荣氏家族三代人实业救国、实业兴国、实业强国
的帷幕。

至1931年，荣氏兄弟共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分别约
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总产量的1/3、纱布总产量的1/5，被称为中
国“面粉大王”“纱布大王”。

此时的荣毅仁，刚刚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历史，每逢寒
暑假，他都会回到无锡的厂里，穿上工装，像工人一样在车间里干
活。除此之外，他还常常与工人们交流，把所见所闻所想都记录下
来，这段经历让他终身受益。而学习历史，也让他毕生受惠，既给
他提供了历史的眼光和思维，也培养了他的洞察力和思辨能力。

早在上海解放前，荣德生就已经历了一次人生抉择。当时
有谣言说，申新的荣老板逃到香港去了。荣德生听后，断然乘上
黄包车在无锡城兜了一圈，一路笑眯眯地与熟人打招呼，使得谣
言不攻自破。荣德生还写信给儿子说，他目睹了解放军是仁义
之师，他接触到的共产党也礼贤下士、支持民族工商业，无锡在
解放后市面繁荣、人心稳定。

子夜过去，上海曙光初露，听了一夜炮火雷鸣的荣毅仁并没
有睡好，他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拿起公文包出门，不同的是，他
没有开车。在上海的街头，他独自走着，一切那么熟悉，却又不
同，突然，他怔怔地站住了，成片的解放军露宿街头，抱着枪，枕
着背包，相互靠着。他思绪万千，想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对荣家
的不公待遇，想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骄横跋扈，想到了1946年发生
在父亲身上的“绑架”奇案，想到了自己遭遇的所谓“面粉霉烂
案”。此时，荣毅仁作出了一个郑重选择——与他的父亲荣德生
一起留在大陆，决不迁往国外。

后来，荣毅仁的二哥从香港回来探亲，荣毅仁也劝他留下。
他说：“国旗上的五颗星中，最大的一颗是共产党，四颗小星中有
一颗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都上国旗了，你有什么多虑的。”

【兰台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的五点企业家精神

中的第一条就是增强爱国情怀：“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

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
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
爱国企业家的典范。”爱国企业家典范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企
业家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值得进一步
光大和发扬。

爱国是荣氏企业一脉相承的精神，以实业增强国力，以实业
帮扶父老，为家乡架桥修路、兴办大学。荣毅仁作为荣氏家族的
继承者，在历史的岔路口坚定地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此后他
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路也一直与国家风云变幻时代大潮紧密相
连，而一颗爱国初心历久弥新。

第二次选择——
“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

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
国家。”

1950年春，荣毅仁在上海接任了近代华商最大的棉纺织家
族企业——申新棉纺织公司总经理一职，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
新掌门人。此时，荣氏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又因美国和国民党
的封锁、轰炸，上海、无锡的工厂一度发不出工资。留在了新中
国的荣毅仁，面临着新的选择。

对于荣毅仁的纺纱厂来说，最重要的原料是棉花。没有棉
花，工厂一天也维持不了。申新厂缺棉花，但是棉纱的存量还比
较充足。荣毅仁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大环境下寻找可行的变通办
法，一开始提出用棉纱换棉花，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他又另辟蹊径，提出由政府按照需要定点加工，由其提供
棉花，工厂负责加工成棉纱。后来，这一举措推广到全市，又被
上升到了理论，就是我们熟知的加工订货、统购统销。一方面，
通过加工订货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中；另一方面，又借私人
资本的生产能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由于政府的扶持和劳资矛
盾的缓冲，荣毅仁所经营的各厂逐渐摆脱当时的艰难困境，生产
率提高，盈利逐步增长，显示出勃勃生机。

1953年，党中央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进入计划经济时
代，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
限制、改造”的方针。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召开会议，讨论扩
展公私合营工业的计划问题，决定将1954年作为有计划地扩展
公私合营的第一年，并发布《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
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开始有计
划、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江苏全省满足职工在10人以上的厂矿有4500多个，
其中私营工业企业3500多个。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江苏
省1954年与1955年两年扩展公私合营厂矿的初步计划》，综合
考虑企业规模、产品产量、设备条件、技术水平等因素，其中最重
要的是考虑企业工人的阶级觉悟以及资方拥护党的政策的态
度。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企业家主动向省委表示，在无锡的企业
随时准备合营。他，就是荣毅仁。

一次，在上海资本家的聚会上，大家纷纷表达对公私合营的
看法，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愤愤不平，而荣毅仁却表现出一如既往
的淡定。“现在的国家制度，是谋求全体民众的平等幸福。你拥有
一桶水、工人只有一滴水的时代过去了，达则兼济天下，每个人的
杯子都是满的，这很好啊，况且我们有几杯水，应该知足了。”

1954年7月31日，无锡举行了5家企业的公私合营签字仪
式。其中有3家企业是荣氏企业。仪式上，荣毅仁首先代表公方
进行发言，这一刻，他难掩兴奋，声音高亢明亮，“达则兼济天下”
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到了签字环节，桌面上大红色的公私合
营协议书也显得更加喜庆，公方代表是无锡市人民政府纺织管
理局局长，私方代表是荣氏企业的董事长荣毅仁。荣毅仁再次
走上主席台，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公私合营后的无锡荣氏企业，公方任正职、私方任副职，各厂
都建立董事会，董事长均由荣毅仁担任。过了一个多月，上海的
申新系统也举行庆祝大会，正式宣布公私合营。合营后的工厂还
制定了组织章程，开展劳动竞赛，劳动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以
申新纺织三厂为例，经过公私合营后仅一年，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生产成本比合营之前降低15.9%，利润较合营前增加19%。

不仅仅是无锡，后来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厂加入公私合营。
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10万多户
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荣毅仁在庆祝游行时说：“对于
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
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兰台说】
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

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家
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起了很大影
响。”在那个时代，荣毅仁能够顺历史潮流，看清社会发展方向，
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承担起社会责任，并且
真诚地把私有企业合营，而不是盘算自己到底能得“几杯水”。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
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
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事实证明，“社会责任”四个字伴随着荣毅仁的一生，他追随
父亲与伯父，始终情系桑梓，为家乡创学校、辟公路、建桥梁。
1947年，荣毅仁辅佐父亲创办“私立江南大学”，建国后担任江南
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全力支持学校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后，
荣毅仁担任江南大学名誉董事长，捐助建设资金，建造“公益图

书馆”，设立了多项奖学金。1955年9月，荣毅仁遵从父亲荣德
生的生前意愿，将梅园无偿捐献给无锡市人民政府。1993年已
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指示其子荣智健以香港中信泰富集团
主席个人名义，捐资3000万元港币协助无锡市政府修建新宝界
桥。荣家祖孙三代造就的双虹宝界桥，成为无锡太湖新的人文
景观，传为一段佳话。

第三次选择——
“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半夜，什

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做
点工作。”

1978年，荣毅仁和所有经历过苦难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被
真正解放的感觉。“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受到冲击，身处逆境，
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时间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979年初春，万
象更新的时节，邓小平同志会见了荣毅仁、古耕虞等5位工商界
元老，就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与他们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提
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席间，荣毅仁对引进外资、发展
经济积极献策，表现出为国家经济建设多作贡献的急迫心情。
他激动地表示：“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半夜，什么时
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做点工作。”始于这次谈
话，邓小平亲自点将，要荣毅仁在创办实业和引进外资方面多做
些工作。一个月之后，荣毅仁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交了《建
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决定利用自
身的经验和荣氏家族几百名散居世界各地的工商界、科技界知
名人士这个有利条件，进行国际上的外资融资等工作。在当时
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事业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事物，也颇具风
险性。获得中央同意后，荣毅仁立即组织班子，着手筹建信托公
司。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
宣告成立，荣毅仁担任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亲手制定了公
司第一个章程，强调“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
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受命组建中信公司时，他毫不含糊地主动要
求成立党组，认为“有党组就有依靠”。荣毅仁同志对党充满感情、
无比信赖，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
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际信托投资在偌大的新中国还是
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这在当时长期并
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在运行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
突。中信公司不时遭遇体制的阻碍，但最后总是能够走出困
境。“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荣毅仁曾自
我调侃地说，“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而不
是向国家伸手要东西，靠吃偏饭来生存。”

1993年3月，荣毅仁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
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不得不告别中信公司。此时的中信，已经
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公司总资产已超过800多亿
元人民币，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
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兰台说】
1987 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 50 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之

一。有评论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
在荣毅仁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父辈的创业文
化，也体现了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在企业经营理念上，
他强调要踏踏实实做好本业，要投资，不要投机；要有利可图，
但不能唯利是图；要赚光明正大的钱，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搞歪门邪道。

如今，回顾荣毅仁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面临选择时，
表现出了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能作出
正确的判断。他的一生正如他信奉的人生信条那样——“发上
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鉴往事，知来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如果说70多年前的企业家庆幸的是山河解冻，40多年
前的企业家庆幸的是山河复苏，那么今天的企业家，则更庆幸有
机会在大河行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的机遇。关山
万千重，山高人为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优秀
企业家的支撑。历史经验证明，关键时刻跟党走，重要时刻报党
恩，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一个企业家真
正应有的品质。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家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
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
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在新时代经济爬坡过坎的
关键时期，企业家只有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
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更加增强矢志不渝、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
和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的改革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才能推动企业不断发展，推动国家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才
能在新时代伟大进程中再立新功、勇立潮头。

荣德生在《人报》上发表决不迁厂的声明

工作中的青年荣毅仁

私营申新第三纺织厂与无锡市人民政府纺织管理局签订
的《公私合营协议书》（无锡市档案馆馆藏）

公私合营无锡申新纺织厂

荣毅仁捐献梅园的信函

1984年8月，邓小平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题词。

鸣谢无锡市档案史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