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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平，1955年出生於溫州樂清，因
善於經銷談判，到哪裡都帶着合

同，被譽為「合同大王」，是著名的「八
大王」之一。平反出獄後，李方平也曾遠
赴他鄉，卻最終選擇歸國二次創業。如
今，他創辦的諾爾康打破國外技術壟斷，
使中國成為第四個能夠生產人工耳蝸的國
家，並因此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以
及年度「風雲浙商」。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小時候家
裡很窮，常常吃不飽飯，於是我就跟着鄰
居跑到上海做起了推銷。」1973年的上
海，是全國各地供銷員的「大本營」。李
方平白天跑工廠，晚上就睡旅店最便宜的
大通鋪。「我每晚都跟來自天南地北的供
銷員聊天，正是在這些供銷員的介紹下，
我在山西簽訂了第一份價值萬元的大合
同。」
1978年，已在樂清縣小有名氣的李方

平，被聘請到樂清防腐器材廠。在三年時
間裡，他從供銷科長升到副廠長，通過掛
靠或者和個體戶合作的方式，將樂清的電
器產品銷往全國各地。
此時，李方平嚐到了勤勞致富的甜
頭，積累了數目不小的財富。1979年結
婚時，他在村裡的馬路邊修建了一棟三居
四層的小洋樓，第二年還買了一輛小轎
車，成為溫州最早一批擁有私人轎車的
人，一時風光無限。

政策突變 獲罪入獄
1982 年，國家開展了打擊「投機倒

把」的經濟整肅運動。「其實，整個形勢
從1981年就緊張起來，工廠開始限制我
出差，還派了工作組查閱我經手的合同和
賬目。」李方平回憶說，「幸好當時樂清
縣的領導覺得我年紀輕，有能力也有闖
勁，一直想『保』我，只要求調查談話時
必須出席，並沒有限制我的生意。」直到
1982年10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溫
州八大王」投機倒把事件，一下子轟動了
全國。
「其實我算是誤傷，本來都已經逃過
一劫了。」結果，省裡「打擊經濟犯罪
工作組」的車從國道經過，看見李方平
家新蓋的四層樓，就下了結論：「如果
不是投機倒把，哪裡來的錢住這樣的房

子！」李方平苦笑道：「就這樣，在
1982年的夏天，我以『投機倒把』罪被
逮捕入獄。」

平反出獄 避走他鄉
1983年，中共中央頒佈《當前農村經

濟政策的若干問題》，農村經濟政策獲得
了進一步放寬。「八大王」被羈押的人員
中有的無罪釋放，有的被取保候審，那些
潛逃在外的也大膽回家了。「我交了
9,500元的罰款，終於回家了。」李方平
說，1983年初，自己隻身一人驅車前往
上海，重新開始做生意。
「當時，國家規定商業產品允許加價

14%銷售，我就按照這個加價率賣產
品。」在計劃經濟時代，上海很多工廠有
大量電器缺口，李方平就從樂清的個體戶
和作坊裡進貨再賣去上海，生意越做越
大。「到後來，我已經做到能夠自己開訂
貨會，把全國各地的客商聚到上海，在和
平飯店辦訂貨派對，每年交易額就有幾百
萬元。」
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中央再

次開展經濟秩序整頓，上海市政府有關
部門開始調查李方平公司的收入來源，
成為當年轟動上海的「十大案件」之
一。雖然做的是合法生意，也躲過了這
場風波，但被「抓怕了」的李方平還是
決定離開中國，攜家人遠赴泰國，並最
終輾轉到了加拿大。

搶搭東風 回國創業
在加拿大，李方平過起了「半退休」

的生活。「問題是我當時還不到40歲，
雖然經濟無憂，但太清閒的生活我真的是
過不慣。」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後，中
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快車道」，經濟迅速
發展起來。「看到國家越來越開放，我便
動起了回國創業的念頭。」
2010年，歷時5年、總投入1.5億元的國

產人工耳蝸終於問世，中國成為繼美國、
澳洲、奧地利之後世界上第四個能生產人
工耳蝸的國家。「最令我感到驕傲的是，
由於諾爾康的產品定價7.8萬元，在我們的
衝擊下，進口人工耳蝸的價格也從每套25
萬元降至15萬元，越來越多的失聰者可以
用得起人工耳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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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俞晝 溫州報道溫州報道

圖圖：：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改
革
開
放

改
革
開
放

年年

物物
代代

人人
時時

小

大

2005年，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李方
平認識了曾凡鋼和傅前傑兩位教授，他
倆通過多年研究，已經擁有了多項人工
耳蝸的專利，這是一種替代人耳功能的
電子裝置，可以幫助患有重度、極重度
耳聾的成人和兒童獲得或恢復聽力。為
了使這一研究成果成為現實，兩位教授
找過台灣、香港和內地的實業家，但
是，由於這一項目投資多、風險大、回
報慢而遭受冷遇。
「從他們這裡，我了解到，中國的
失聰者數量已經達到了2,700多萬，其
中重度聽障者有700多萬人，而且大部
分因為治病家庭貧寒。」李方平說，
雖然失聰者可以採用植入人工耳蝸的
方式來產生聽覺，但進口的人工耳蝸
每套要賣25萬元，再加上後期的康復

訓練費用，很多家庭根本無法承擔。
「當時我就問兩位教授，需要投入多
少錢，可以把設備做出來，他們說500
萬美金，三
年可以做出
來。」李方
平很誠懇地
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那時候他已經實現了財務
自由，想為社會作點貢獻。「我算
了算，500萬美金就算賠光了，也不會
影響我的生活質量，但如果做成了能
幫助那麼多失聰者，還是很划算的，就
決定試一試。」

老兵自願試驗 重獲聽力落淚
於是，2006年李方平先後成立美國

和杭州的諾爾康公司，研究開發人工
耳蝸。「沒想到，將專利變成設備，
實在是非常困難。」到 2008 年下半

年，研發中心才做出了樣機，但在芯
片集成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到了
2009年初，這個項目已經花掉了1億
元。」
2009年12月，國產人工耳蝸正式進

入臨床試驗。李方平跑了
很多家醫院，想親眼看看
人工耳蝸的植入效果。上
海的植入志願者是一名老
戰士，當過炮兵，特殊的
戰爭環境把他推入了痛
苦的無聲世界。他不顧
兒女的反對報名參加試
驗，開機的那一刻，他激
動得老淚縱橫，喊着「我
聽見了，我聽見了」。

「說實話，如果當初想到做科研那麼費
錢，那麼艱難，我真不一定會選擇這條
路。」李方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人
工耳蝸已經面世，但品牌推廣依然艱難。一
是因為聽障人群接觸廣告的渠道少，二是因
為諾爾康只做直銷。「因為直銷可以減少中
間環節，讓患者能用最低的價格購買到產
品。」

料吸引更多投資機構
「12年來，公司累計投入超過5億元，至今仍

虧損6,000多萬元。」即便如此，李方平仍堅持
常年向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兒童少年
基金會、浙江省殘聯等機構捐贈人工耳蝸。
「我們的財務部門對我很無奈，說再這樣送下
去，今年公司又要虧損了。但我忍不住啊，一
看到那麼貧困的失聰孩子，我就想給他們免費

做耳蝸植入。」
2018年4月，為了激發市場活力，香港資本
市場迎來了25年以來的最大改革，根據新的
《上市規則》，允許尚未盈利或者沒有收入的
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看到這則消息，李方
平感到特別欣慰。「研發人工耳蝸的過程讓我
深刻地感受到，生物科技是一項投資大、風險
大、周期長、回報慢的工程，但同時也是利國
利民的工程。」
「由於在內地上市需要盈利，因此雖然有很

多風投機構看好我們的產品，但仍持幣觀
望，這也使得我們的現金流一直不充裕，影
響了新產品的研發。」李方平說，如今，諾爾
康已經啟動了赴港上市的計劃。「香港資本市
場公開透明，如果能在港股上市，不僅能解決
資金問題，也能吸引更多的投資機構，極具吸
引力。」

在中國私
營經濟的發展
史上，「八大
王」成為一個
特殊的符號，
「八大王」敢
為天下先的故
事，激勵着一
批又一批的溫
州商人。
而造成「八
大王」當年入
獄的「投機倒把」罪，已經在1997
年3月從《刑法》修訂案中刪除，經
濟犯罪中不再有「投機倒把」罪這一
罪名。2008年1月23日，適用了20
年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列》
也「壽終正寢」，被宣告無效。
李方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如

今「八大王」都有了新的生活，除
了一人已於1995年去世外，其他人
也會偶爾相聚，回顧一下當年的風
波。「溫州人的血液裡流淌着敢打
敢拚的創業精神，對商業的敏感神
經不會因為波瀾而停止跳動，這或
許就是『溫州樣本』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專訪溫州「合同大王」李方平：

躍身時代熔爐
鍛就風雲浙商

得益港股新政 或將在港上市
「線圈大王」鄭祥青：迷上電腦，至今還會

用電腦繪製設計圖紙，搞發明創造

「螺絲大王」劉大源：家裡的螺絲店仍在營

業，已交給第二代打理

「翻砂大王」吳師廉：退休安享天倫之

樂，家族企業紅光電氣集團有限公司年

產值超億元

「目錄大王」葉建華：隨孩子在國外生活數

年後回國，2009年考取了助理工程師證書

「五金大王」胡金林：成為柬埔寨的電器大

王和橡膠大王

「電器大王」鄭元忠：創立了莊吉集團，但

2011年申請破產

「舊貨大王」王邁仟：因肝癌於1995年去

世，享年50歲

「合同大王」李方平：創辦諾爾康，使中國

成為第四個能夠生產人工耳蝸的國家

「八大王」今何在？

■「合同大王」李方平（左一）、「電器大王」鄭元忠
（左三）、「螺絲大王」劉大源（中）、「線圈大王」鄭
祥青（右三）、「目錄大王」葉建華（右二）近日合影。

■孩子佩戴人工耳蝸後，
生活逐漸回歸正常。

無懼投資風險無懼投資風險 誓研國產人工耳蝸誓研國產人工耳蝸

■■李方平當年的合同與印章李方平當年的合同與印章。。

李方平李方平

■人工耳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