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者都是相似的，不成
功者各有各的原因。“咬定青山
不放松”般的执著、不懈，几乎
是成功者共同的基因。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
戈马上行。”正如李经谋所说：
只要执著，没有干不成的事。
就 连 他 的 业 余 爱 好 ，他 也 能

“爱”出名堂。数十年来，他执
著于国家的粮食事业，在一个
个空白领域创造出多个全国第
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
卷上，书写下自己的名字。

“永不问，永不说，我愿用
生命奔赴你的重托；我把忠诚
当成一种颜色，让她每刻从心
底流过。”这是李经谋最喜爱的
歌词，这也是他人生的写照。

执著，感恩，热爱，责任，成
就了这位中国期货探索者的辉
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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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很强的经济人
物如何写？接到采访任务
后，记者一直在冥思苦想。
经过多次电话联络，终于在
今年最热的一个夏日，在郑
州商品交易所见到了已退
休的李经谋。

今年恰逢古稀的李经
谋，头发花白，身材瘦削，但
精 神 头 却 像 四 五 十 岁 的
人。采访在李经谋的铜镜
展览馆进行，一面西汉透光
镜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一束
光照在镜面上，反射出去，
镜背美丽的花纹就投在了
墙上。记者如同醍醐灌顶：
李经谋的人生不就像一面
铜镜吗？磨砺成就美丽。
看似矛盾，实为统一，新中
国期货界领军人物的精彩
人生，就这样在明暗交织中
徐徐展开。

从小立志当作家的李经谋，却一生
与粮食结缘。成为我国粮食批发市场、
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是他人生最辉煌
的乐章。他谦虚地说：这一切都是组织
的安排。

山东省济宁市有孔孟之乡、运河之
都之称，尊师重教之风盛行。1942 年 5
月，李经谋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
一名农村教师，一个人要养活5口人，生
活很紧张。“母亲不识字，但给我的影响
最大。生活困难时，她把粮食让给我们
吃，自己饿得浮肿。”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作为老
大的李经谋，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
到大品学兼优。1962年，正值三年自然
灾害，全国高校大幅缩招。“当时录取率
降到14%左右，加上色弱报考专业受限，
根本没想着能考上，三个志愿均报了山
东财经学院，放假就外出打工了，分数
下来才发现能上重点。拿到录取通知
书就剩下两天就要报到，哪儿还顾上高
兴，只顾忙着准备了。”

贫寒的家没给“跳过龙门”的李经
谋准备什么厚礼，母亲在一个小裁缝店
给他做了件新衣，这也是他第一次穿裁
缝做的衣服。宿舍 7个人，只有他没有
蚊帐。他没有去过电影院，只进过一次
理发店，因为要照毕业照，买本书都很
奢侈。

贫困让他更懂得担当。当时国家
给贫困学生每月 14.5元的生活补助，三
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经济困难，作为班
长的他带头降了两元。有人说，贫困是
一所大学，苦难是一笔财富。一个能够
承受贫苦，积极向上，用拼搏改变自己
命运的人才真正是生活的强者。

1968 年 2 月，李经谋从山东分配来
到河南，到省粮食局下属的购销局工
作，11月被下放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经
受了 5 年的劳动锻炼后，李经谋重新回
到了省粮食局。1988年，出任省商管委
副主任兼省粮食局副局长，时年他 46
岁，可谓春风得意。

人生如同黄河的九曲十八弯，曲折
处孕育着波澜壮阔。1990年，命运之手
再次把他推向一个新的舞台。

“听说要调我到粮食批发市场当主
任，电话快被打爆了，半夜还有人打。
老领导、亲戚朋友都劝我，千万不要去，
风险太大。”那时，期货如同一个面目模
糊的怪兽，为资本主义所独有。

“我是国家培养的干部，既然组织
决定了，就好好干吧。”用感恩的心去工
作，是李经谋常说的一句话。从此，他
的人生与期货相生相成，在期货还遥如
天边的“月牙”时，李经谋像一个早行的
探路者，打开了中国通向西方期货的大
门。

回首往事，李经谋感叹：他的人生
有两大转折，一个是下放工厂接受再教
育，一个是干了期货。五年的工人生
活，让他脱胎换骨，一改前怕狼后怕虎、
求稳安的性格，变得豪爽坦率，闯劲十
足；做期货就像对运行了半生的大脑，
进行一次最新版本的系统升级，“在黑
夜中呼唤黎明”，求索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期货”兼容的路径。

“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做期货；如果你恨
他，也让他做期货。”不过，20多年前期货却是

“阳春白雪”。
李经谋回忆说：“过去粮食市场买难卖难

的现象呈周期性交替。粮食一多，农民就‘卖
粮难’，粮食一少，国家‘购粮难’。这是粮食
市场体系不健全的表现，只有通过现货市场
和期货市场的结合运行，让经营部门和种植
者对未来的市场价格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才
能平衡供求关系、熨平现货市场价格。这也
是当时中央领导为什么对发展期货市场那么
支持的主要原因。”

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
式开业。世界震惊。一个小时后，美国之音
向全球发布。

1991 年 3 月，我国第一份规范化的粮食
远期合同签订，标志着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向
期货市场迈出了关键一步。

1993 年 3 月，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5
月 28 日，真正的期货标准化合约正式推
出。这是我国现代期货市场的起点，郑州
商品交易所成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所。

“郑州价格”结束了中国没有粮油批发价
格和期货价格的历史，成为中国粮食市场
的“晴雨表”。

李经谋介绍道：“当时是一套机构，两块
牌子，现货、期货两种机制同时运行。”由现货
起步，向期货过渡，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机制
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运作模式，被国
内外专家称之为“郑州模式”。哈萨克斯坦、
波兰等曾借鉴这一模式，尼日利亚至今还在

践行。
对李经谋来说，“天天就像坐在火山口

上”。
这不仅仅是无路可循的茫然，更有四面

八方的质疑。许多专家认为，现代期货只能
在发达的金融中心才能得到发展，地处内陆
的郑州无人看好。重任在肩的李经谋慨当
以慷：“我虽然不是河南人，但早已把河南当
成第二故乡，一定要为河南人争气，为祖国
争光。”

李经谋相信：“虽然我们和世界发达国家
有差距，但只要我们把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
结合起来，敢于走前人未走的路，既不妄自菲
薄，也不妄自尊大，就一定会走出一条新路
子，屹立于世界期货之林。”

出国取经，四处求教。在美国芝加哥交
易所，他们去交割部门考察，主管部门负责
人异常感慨：“你们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到这
里考察的人。”为制定交易规则，他找来美
国、日本、英国和香港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在
大海中“捞出”自己的“定海神针”。而有150
年历史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达
1800 多页。从 1991 年底开始，他们上午上
班，下午集中研讨，历时近一年，最终完成新
中国首部期货交易规则。为保证规则的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李经谋请国内专家论证，
同时赴美国请CBOT专家评定，结果得到一
致肯定。

有人问他：要不要保密？他说：保什么
密！我们是国家的试点，要豁达、大度。

“勤能补拙，俭以养廉”，是李经谋的座右

铭。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资聪明，“只要努力、
执著，没有干不成的事。”他像一位高超的舵
手，驾驶着郑商所这叶小舟，从黄河之滨起
航，披荆斩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遨游
在蔚蓝的大海。

杰弗利·威廉斯为首的 4 位美国著名期
货专家，通过4年的跟踪调查，1998年发表的

《一个期货市场的崛起》专题报告中，称郑州
市场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建立的为数不多
的成功的农产品交易所”。李经谋用成功的
实践，挑战了国际传统期货理论。国外著名
的期货专家评价说：“这是对国际期货市场的
重大贡献。”他去美国考察，美国报纸披露：郑
州商品交易所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礼遇，世
界最大的期权交易所CBOE的全体领导成员
都出来接待他们。

“郑州模式”、“郑州现象”、“郑州价
格”……一时间，“天下何人不识君”，郑州成
为中国期货业的“圣地”。先后有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专家、学者到郑州参
观、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
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媒体，对郑州
市场进行专题报道。郑州交易所与世界 50
多个交易所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在世界期
货业中确立了自己的坐席。

郑州商品交易所成了河南、中国的形
象。长期的废寝忘食，李经谋得了严重的胃
病，1.74 米的身高，体重不到 60 公斤。2000
年又得了脑垂体瘤，整个身体发生变形。“将
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他如同永
不卸甲的战士，一如既往地奋战着。

生长在孔孟之乡的李经谋很喜爱《论
语》，他最喜欢的一句是“吾日三省吾身”。“时
时反省自己，才能头脑清醒，脚踏实地”。

李经谋说，作为交易所总裁，就是要营造
一个最公正、最透明、最公开的市场。全国期
货界他是有名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
定要遵纪守法，按照国家批准的交易规则进
行交易。市场的管理者一定要管好自己，才
可能管好市场”。

他总是说：“权要淡化一点，不要把办市
场当成升官发财的阶梯；利也要淡化一点，不
能把发财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如果一个
人，特别是一个领导者，在权和利的问题上，
有了淡化意识，他的思想就会升华，就会走出
一条新的路。没有权、利的干扰，就会把更多
的精力放到事业上。”

正是由于李经谋坚持规范、自律的发展
之路，在1995年和1998年国家对期货市场的
两次规范整顿中，郑州商品交易所最终保留
下来，与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以
及最近新建的上海金融交易所成为如今全国
仅存的4家期货交易所。

为带出一支“铁军”，李经谋实行全员合
同制、职务聘任制，砸了铁饭碗，进人必须是
硕士以上学历，为此他没少得罪人。同时，千
方百计给员工最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解
除后顾之忧。他公开讲，只有两条我不承担
责任：一是贪污受贿，二是生活作风，其他工
作上的责任我都可以替你们承担。

这里很多规定十分“霸道”：员工不能参
与交易，直系亲属也不能；实行近亲回避制
度，员工谈恋爱，必须走一个，谁走单位定；离
婚也不行。李经谋有个说法：对方要离婚，我
不干预；员工要离婚，得给我个理由。“宁可人
负我，不可我负人”。“我评价自己，1/3 是传

统，2/3是现代。”
这里开会像“吵架”。李经谋要求：“中层

以上干部开会，每个人必须发言，有问题摆在
桌面，我的意见也可以否定。‘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有人不解，说：我们那儿都
是一把手定。李经谋毫不客气地回答：“处理
期货风险，决策成败就在转瞬之间，只有集思
广益、群策群力才能力挽狂澜，谁搞一言堂谁
垮台。”

1994年，在李经谋的力推下，河南省人大
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的期货法规。而李
经谋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期货法》的早日出
台，真正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体系。

正当李经谋在中国期货业叱咤风云之
际，1999 年 12 月，他却辞去了郑州商品交易
所总裁一职，只担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
理。此时，粮食期货红火的背后，是批发市场
的日渐没落。他提出“粮食零售市场是基础、
批发市场是主体、期货市场是先导、电子商务
是方向……”的现代粮食市场体系的基本框
架，年近花甲再次创业。

2006 年 9 月，郑州国家粮食交易中心挂
牌，负责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郑州粮食批发
市场迎来了发展新纪元。

2001 年，成立近 7 年的“集诚信息网”正
式易名“中华粮网”，“让粮食在网上流通”，此
举开创了我国粮食电子商务之先河，使我国
的粮食批发市场真正步入信息化新时代。如
今中华粮网已是全国知名粮食信息网站和电
子商务平台。

20 多年间，李经谋“唯日孜孜，无敢逸
豫”，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粮食现货交易规
则、商品期货交易规则和粮食网络交易规则
……诸多第一，成为他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上
共同的辉煌印记。

熟悉李经谋的人说他是工作狂。
他调侃自己：工作起来像老虎，生活中
像绵羊。今天的他终于可以无愧地说：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
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有个小故事：员工只要听说李总出
差了，大家都会松口气。为此，李经谋
开会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市场竞争如
此激烈，时不我待，不拼能行吗！”

他的生活十分单调，基本是两点一
线，单位和家，在单位的时间比家还
长。没退休之前，几乎天天都是晚上12
点回家，出差的“行头”都在办公室，有
事拿着就走。家里的事李经谋从没管
过，工资一交，啥事不管。两个女儿、双
方的老人全靠老伴照顾，老伴为此提前
退了休。

幼时饥饿的记忆，让他始终高度关
注国家的粮食安全。2007年，几经请退
的李经谋终于如愿以偿。可他仍然每
天坚持上班，晚上忙到10点多回家。在
他的办公室，记者看到地上、桌上、书架
上到处是书、杂志、材料。他给记者一
本2012年《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这
是第十卷，从2003年开始，他任主编，亲
书每期序言和部分专论，每年一册，现
已成为国内粮食行业的蓝皮书，“对全
国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参鉴价值”。

李经谋不吸烟、不喝酒、不唱歌、不
跳舞，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欣赏收藏
品是他减压的方法。他收藏与粮食相
关的古代陶瓷器，无偿捐赠给郑州市
场，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古代粮食文化陈
列馆，他想通过公开展示，提高全社会
对中国古代粮食文化的认知和粮食安
全问题的重视。

他最大的收藏是铜镜。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他收藏了大约三四千面铜
镜，为全国品种之最。他认为期货与收
藏有很多相通之处，都需要练就一双

“火眼金睛”。他说：如果你真正进入期
货的神圣殿堂，就会发现，期货是一件
非常完善的“艺术品”，它是劳动者集体
智慧的结晶。他正在筹备出版铜镜鉴
赏工具书。

在今年《中国粮食市场发展报告》
的序言中，李经谋动情地写道：我们将
会共同见证《报告》的第二十卷、第三十
卷……也许到那时，我们中的不少人已
然仙去，然而，天国之上有我们的眼睛，
厚土之中有我们的血脉，植根于中华大
地上的这朵粮界奇葩将璀璨永驻。

他不是就是中国粮界的一朵奇葩
吗！

执著与淡然

李经谋，我 国
粮食批发市场、期
货 市 场 创 始 人 之
一，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著名粮食
专家和期货专家。
历任河南省商业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
河南省粮食厅副厅
长，中国郑州粮食
批发市场主任，郑
州 商 品 交 易 所 总
裁、理事长，中国粮
食行业协会批发市
场分会理事长，郑
州粮食批发市场总
经理，中华粮网高
级顾问。

期货领军人
与寒门学子

开拓与坚守

工作狂与收藏家

记
者
手
记

人物档案

闲暇之余，李经谋会在铜镜展览馆待上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