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讲
时效、重实干的口号，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稀松
平常的一句话，可在1979年，经由广东蛇口
提出，释放出一个强劲的思想冲击波。当是
时也，“左”的思想令很多人无所适从，社会上
视金钱、效率为禁忌。正因如此，简练、有力
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提出后，时
人誉之为“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划过长
空的第一道闪电”。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机声
隆隆的工地上出生，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
长大。它的“准生证”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颁发的，它的“成人礼”在天安门广
场上的国庆大典中完成。书写有这句口号的
牌子，在历史的风雨中几经竖起拆下，但至今
依然屹立不倒。第四块写着这句口号的牌子
甚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句口号迸发出冲
破层层束缚的力量，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了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一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出
者，是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这句口号并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
而是袁庚在生前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
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最早让袁庚受到
启发的，是他在香港上的“第一课”，袁庚
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过那次令他深有感触
的经历。

1978 年 10 月份，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
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初到香港，就上了生
动的“一课”，“授课”的是一位香港企业家。
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
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妥后，约定在星期
五下午2时预付定金2000万港币。“当天下
午2时，袁庚准时到达律师楼，卖主也如期而
至。没想到，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
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
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招商局历
史博物馆、招商局档案馆馆长樊勇对每个细
节都如数家珍。

这位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原
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
果星期五下午 3 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
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 万港币的3天存款
利息。

“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就是
几万港币。”袁庚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感
叹，当时在内地的很多人完全没有时间观念、
理财观念。受到触动的袁庚举一反三，迅速
在企业开展财务检查。这一查问题还真多：
不少子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保
险柜里过夜不当回事。袁庚随即换掉了责任
人员，加强财务整顿。仅抓及时进账这一项，
就使招商局收益状况改善不少。

可以说，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课，让“时
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在袁庚脑海中萌芽。“‘时
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中
国古话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袁庚曾这
样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观
念发酵、成型，源于在蛇口工业区的火热
实践。

招商局历经百年沧桑，身为香港招商局
第 29 代掌门人，时年 61 岁的袁庚希望将招
商局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型跨国公司。
为此，袁庚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香港、面向
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二十
四字经营方针。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特点，袁
庚认准了两条：一是必须扩大船舶修造业务；
二是必须增加中流作业能量。前者需要增设
浮船坞，后者需要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
码头，两者都需要场地。

袁庚带领招商局同事四处奔走，可在万
商云集、寸土皆金的香港寻找一块物美价廉
的地皮谈何容易。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
价 ，仅 次 于 日 本 东 京 银 座 ，每 平 方 英 尺

（0.0929 平方米）1.5 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
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他们又
想在澳门试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
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

天无绝人之路。袁庚想，为何不到与香
港隔水相望的广东省宝安县？宝安县是袁庚
的故乡，蛇口工业区的最终选址就在宝安县
蛇口南头半岛。据史书记载，6000多年前，
这里便有了刀耕火种的人群繁衍生息，民族
英雄文天祥千古绝唱中的伶仃洋也在附近。

鞠天相所著《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
口纪实》一书中记述，1978 年 11 月下旬，

袁庚在香港向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汇报了
想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叶飞当场表态：
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1979年
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与交通部联名向国务
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
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称，在临近香港的
蛇口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
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资金、先进技术
和原材料，把各方有利条件充分利用、结合起
来。工业区拟从1979年上半年踏勘测量设
计，下半年开始建设，1980 年上半年建成
投产。

1979 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四，春节
上班后的第一天，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
清跟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起向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
报。在招商局档案馆里还保留了那天李先
念、谷牧和袁庚、彭德清的谈话记录。当时，
袁庚汇报说，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
个字，这块地皮价值就大大提高了。先念同
志说：“好，我批！”于是先念同志批示道：拟同
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
办理。

这一天，李先念用铅笔在袁庚带去的
地图上划出了一块地方，这便是蛇口南头
半岛。1979 年 7 月 8 日，蛇口工业区开山
第一炮爆响。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是制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案的话，
那么在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蛇口
工业区开工建设是真正打响了开放和改革
的第一炮。

4分钱惊动中南海

“袁庚曾讲，我为什么提‘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当时国内没有市场观念、时
间观念、效率观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变，首先思想上要变革，不能再用老思想面
对新问题。”樊勇回忆道。

那时候，建设工业区需要引进外资，招商
局必须先期投资弄好“五通一平”，也就是通
水、通电、通车、通航、通电讯和平整土地。这
需要将大量的建设材料运进蛇口，但当时蛇
口的码头只有小船才能靠岸。在荒山野岭的
蛇口半岛，当务之急就是新建600米长的顺
岸码头。可是，当时来自制度和人才的困难，
超出了蛇口建设者的预计。

1978 年的蛇口，是隶属于广东省宝安
县的一个公社，宝安撤县改为深圳市，是
蛇口工业区成立一个多月后的 1979 年 3 月
5 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则是 1980 年 8
月 26 日。当时，一条 20 多米宽的深圳河
隔开了两个世界：河北岸的宝安县，一个
农民的年收入只有 143 元，可 20 多米外的
香港，农民的年收入有 13000 港币。按照
当时汇率折算，相差70倍之多。同时，蛇
口的青壮年很多都跑去香港发展，留下来
的都是老人小孩。收入差距巨大的背后，
是整个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差别。时间
观念差、不讲经济效益、办事效率低、平

均主义、铁饭碗、大锅饭等制约着改革开
放之初的蛇口。

1979年8月份，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
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梁宪是蛇口工业区
第一届管委会委员，以袁庚智囊著称。据梁
宪回忆，当时蛇口的工程局、施工队全是国有
的，吃大锅饭，建设港口码头的钱是从香港贷
款来的。“招商局的人很急，但施工队不急，一
二十米远的距离，一天就开泥头车拉二三十
车，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码头填好啊？钱什
么时候收回啊？”

那时，工人收入主要靠工资，奖金仅是辅
助，分5元、6元、7元三个等级。工人对每月
几元奖金兴趣不大，工作干劲不高。为了调
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四航局工程
处决定实行超产奖励。具体做法是每部车每
天的劳动定额为55车，完成定额后每车奖2
分钱，超出定额部分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
行新的超产奖励后，工人劳动积极性大涨，每
人每天能够运八九十车。不仅如此，工人们
还主动要求加班加点，实行每天工作12小时
的大班制。

600 米长顺岸码头中的 150 米，原计划
1980 年 3 月底完工，实行超额超产奖励后，
施工速度加快，结果提前一个月竣工并交付
使用。根据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统计，在实行
超产奖励的 1979 年 10 月份到 1980 年 3 月
份，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

这样提高效率的奖励办法在当时却引起
了一场争论，有反对者认为这是“滥发奖
金”，行之有效的奖励被有关部门勒令停
止，工作效率也低了下去，直接影响到了工
程进度，使得蛇口首次出现了完不成月计划
的现象。

在向上级部门递呈报告的同时，袁庚请
来了记者写了内参，将情况汇报给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今天招商局历史博物
馆的展示墙上，就有《胡耀邦总书记、谷牧副
总理对蛇口工业区超产奖问题的重要批示》
复印件，在这份批示中，胡耀邦口气颇为严
厉：“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

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
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
怎么搞四个现代化？”

“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在中央领导的
支持下，蛇口工业区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
办法。此后，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
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
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加快了
施工进度，缩短了工期。“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由此也走上了改革之途。

尽管蛇口工业区的工程建设采取了一
些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方式，比如选择施工
单位、议定工程价格等，但吃了几十年的

“大锅饭”，路径依赖的力量不可低估，拖
延工期、质量不合标准的问题在蛇口屡有
发生。如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僵化
的体制，袁庚想到了沿用香港和国外的做
法——工程招标。1980 年，蛇口工业区在
基础施工建设中率先引进了招标制度，这
也是蛇口最早全面推行的一项改革举措。
第一个招标项目是蛇口铝材厂，由一家日
本承包商中标。此后，蛇口工业区主要工
程先后采用招标方式发包，除内地施工单
位外，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商
都纷纷参加竞标，外商中标率约为 10%。
1984 年 8 月份，蛇口工业区公布实施 《工
程招标管理办法》，将工程招标制度固定了
下来。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
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设指挥部正式更名为招
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引发4分钱奖
金争议的 600 米顺岸码头也已正式投入使
用。这一年6月份，《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
一篇新华社电讯稿《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
快》，首次提出了蛇口方式。此后，蛇口方式
又演变为蛇口模式，并在日后与“深圳速度”

“苏南模式”等一起，对深化改革开放起到了
重要的示范作用。

“蛇口很多做法是创举、突破，是特事特
办的。现在回头看，做这些事情，需要有敢为
人先的精神。别人不敢踩的雷敢踩，别人不
敢打破的框框敢打破。”樊勇介绍道。

的确如此，“先有蛇口后有深圳”，不仅是
说蛇口创办时间早，更意味着很多改革经验、
改革办法也先于深圳，是在蛇口先期试行并
逐步成熟后才慢慢推广到各个经济特区，进
而辐射全国的。也因此，蛇口又被人称为“特
区中的特区”。

蛇口在企业改革、管理改革上有很多创
举，这其中包括了1981年改革劳动用工制
度。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体，但在蛇口的
合资企业中，效率和公平如同一枚硬币的两
面，相生相伴。1980年的中集公司劳动力
协议，在允许企业开除工人的同时，已经明
确规定，企业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由蛇口
劳动服务公司统筹提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
障。蛇口也成为我国最早建立社会劳动保障
制度的地方。1982 年在全国首次公开招聘
人才，开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83 年试
行管理体制改革；1984 年推行住房制度改
革；1985 年试行民主选举工业区领导人制
度；1985 年，蛇口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险
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由企业成立的社会保
险机构，也是今天平安保险的前身……蛇口
曾经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这些第一如今
已多数沉淀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生活的一
部分。

标语牌“四立三拆”

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全国出现过许
多经典的脍炙人口的口号标语，在不同时期
产生过特殊的重要影响。当袁庚在蛇口面对
体制和观念的阻力，他一方面不断寻求对旧
体制、旧制度的突破，一方面也认识到，从香
港到蛇口，虽是一水之隔，但两地思想观念上
却有天壤之别。

袁庚很看重思想建设。这位40多年的
老共产党员，认为高速发展的蛇口急需一个
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能
假大空，要符合蛇口特色，推动蛇口建设。

1981年3月份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
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
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
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
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并拿给同行的招商局
董事总经理梁鸿坤和招商局资料室日文翻译
李炳盛看。梁、李二人都认为口号不错，确实
能把蛇口工业区的精神概括起来。

在随后召开的工业区干部大会上，袁庚宣
读了这6句口号，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
也有与会者对“顾客就是皇帝”提出异议，认为
共产党把顾客当“皇帝”不大好。当天的会议
结束后，袁庚一行离开蛇口返回香港。临走
前，他叮嘱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将口
号制成标语牌坚在工业区里亮相，让大家都
能看到，都能引发思考。许智明找到旅游文
化服务公司总经理邹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块
三合板上用红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并第一次在蛇口竖立起来。

口号一亮相就引发强烈震动。标语中的
两个词比较敏感，一是“金钱”，二是“效率”。
在当时金钱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追求，
社会主义鼓励的是大公无私。效率的提法也
不寻常，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

“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
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

此时，国内有关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办
下去的争论也很激烈，不少人指责经济特区
与“租界”没啥两样，“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
的”。袁庚为了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
下来，放到仓库里。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
语牌面世仅3天。

1981 年 11 月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
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在
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这次讲课过
后的一个星期天，谭筑熙等6名培训班学员，
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华苑酒家门
前的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
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

1982年的春天，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
议再次出现，“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面
对严峻形势，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
块牌子拆除。一年过去，对于改革开放的非
议稍微转淡。1983年8月份，时任蛇口工业
区宣传处副处长周为民又想起了这句口号，
他认为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引领蛇口人以
全新的观念与光阴赛跑，促进蛇口人在改革
开放中不断锻造新的辉煌。宣传处用了一个
星期，制作了比前两块大许多倍的巨幅标语
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其立在
港务公司门前。

在1984年前的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每一块存在的时间都
很短。“那时人们耻于谈钱，你还竖牌子，把时
间就是金钱挂起来，当时在蛇口是引发争论
的。”樊勇介绍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
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

获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肯定

1984 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
海等沿海经济特区，这次视察也被称为“第一
次南巡”。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是经济特区的命名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
者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
论已经过去了6年，创办经济特区也有两年
多时间了，这次南巡就是要看看经济特区的
实践到底是否经得起检验。

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等蛇口工
业区负责人很振奋。在做足所有的接待工作
之后，袁庚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工程公
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
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下转第十四版）

袁庚同志1978年时的工作照。
（资料图片）

蛇口春雷
——历久弥新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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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坚立的标语牌。 （资料图片）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效率就是生
命命””，，这句口号并不是一时灵光乍这句口号并不是一时灵光乍
现的产物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创建蛇口工而是袁庚在创建蛇口工
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长期思考
的结果的结果

蛇口很多做法是创举蛇口很多做法是创举、、突破突破，，
是特事特办的是特事特办的。。现在回头看现在回头看，，做这做这
些事情些事情，，需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需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
别人不敢踩的雷敢踩别人不敢踩的雷敢踩，，别人不敢打别人不敢打
破的框框敢打破破的框框敢打破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虽然““时时
间就是金钱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命””只只
有有1212个字个字，，却事关发展理念却事关发展理念，，甚甚
至事关中央对改革开放的路径至事关中央对改革开放的路径
选择选择

在蛇口工业区早期建设的在蛇口工业区早期建设的2020
多年间多年间，，有近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近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踏足蛇口踏足蛇口。。蛇口的经验也因此被总蛇口的经验也因此被总
结结、、提炼提炼，，成为中央决策和政策的成为中央决策和政策的
重要参考重要参考

编者按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曾诞生过许许多多突破思想束缚、催人奋进革新的口

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其中之一。这句口号折射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追求效率”理念，是经济特区

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个口号的提出，犹如一声直叩人心的春雷，令人振奋，给人希望，至今

仍释放着强大的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