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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鼓励人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创业的大众普及读物。
　　本书从发现人们的兴趣出发，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鼓舞人心的创业故事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创业
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进行实践，指出了人们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去创业的重要性，指导人们在
创业中发现自己的优势、稳固自己的优势并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所有有志于创业的人们提供了具体的
思路。
　　本书适合正在筹划或是已经开始创业的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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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兴趣是最好的创业指导老师　　创业要尽量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行业　　怎样创业胜算
大？
当然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行业，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32岁就登上中国大陆富豪榜首位的网易创始人丁磊，就是这样一位成功创业者。
“一定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勉强自己去干一件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丁磊的创业感悟，也是他对所有渴望创业的朋友们的忠告。
　　携程旅行网创始人沈南鹏认为：“不要为了赚钱或比酷而创业，只有抱着兴趣去创业，才能坚持
到底，因为兴趣是创业最好的动力。
”不要看现在的创业成功者风光无限，其实创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尤其在创业初期，创业者会面临各种诱惑。
比如，你在为一笔贷款辛苦奔波时，会发现朋友因炒股票很轻易地赚了大钱。
这时候，你会不会放弃创业？
曾经在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有一份很好的差事的沈南鹏认为，仅仅为了财富而创业的人大多走不远。
至今，他仍不后悔放弃投行的工作，因为创业给他带来了过去从来不曾有的精神财富。
他指出，创业者只有凭借兴趣和激情，怀着打造百年老店的目标，才能在五光十色的诱惑中不为所动
，并最终因坚持而成功。
　　比尔？
盖茨也认为，兴趣是创业成功的最大保证。
在美国内华达州麦迪逊中学2001年的入学考试中，比尔？
盖茨曾经出过这样一道题：在比尔？
盖茨的办公桌上，有5个带锁并贴有标签的抽屉，它们分别是财富、兴趣、幸福、荣誉、成功。
可是盖茨一直只随身携带其中的一把钥匙，其他的钥匙都被锁在抽屉中，那么，请问，盖茨带的是其
中的哪一把钥匙？
剩下的4把钥匙被锁在哪一个或哪几个抽屉里？
　　一位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刚好参加了这场考试，当他看到这个题目后，他感到非常慌张，因
为他实在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一道英文题还是一道数学题。
等到考试结束后，他去问他的担保人，也就是该校的一名理事。
他的担保人对他说，那是一道智商测试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作答
，可是老师有权按照他自己的观点评判分数。
　　这位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学生没有解答这道测试题。
可是，他居然在这道9分的智商测试题上得到了5分。
在老师看来，虽然他没回答出来，但是这至少说明他是诚实的，就凭这点也应该给他一半以上的分数
。
让这位中国学生不明白的是，他的同桌回答了这道测试题，却只得到了1分。
他的同桌是这样回答的：盖茨随身携带的是打开财富抽屉的钥匙，剩下的4把钥匙都被锁在了财富的
抽屉里。
这位中国学生后来把这道题通过E-mail发给了自己国内的同学，他说，如今盖茨带的是哪一把钥匙自
己已经知道，凡是回答出这把钥匙的同学都得到了比尔？
盖茨先生的赞赏和认可，如果你们愿意测试一下，也许能从中得到启示。
在美国麦迪逊中学的网页上，有比尔？
盖茨给该校的回函，函件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最大的秘密。
　　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一项归纳研究，也验证了比尔？
盖茨的这一观点。
他们找了20个刚大学毕业，决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另外又找了20个同样学历和年龄，决定先投
身热门行业，等赚到钱后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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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通过对比两组人的表现，心理学家们发现，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20个人里，有18个人成为
了百万富翁，而后者只有1个人成为百万富翁。
　　另有一家美国的调查机构，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他们曾经对2000多位著名的商界与科学界的成功人士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很少有人是出于谋生的目
的而工作的，大多都是出于个人对某个领域的强烈兴趣而工作的。
换言之，他们的成功和他们的兴趣是密切相关的，是强烈的兴趣使他们走上了成功之路。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财富、兴趣、幸福、荣誉和成功。
当我们必须做出惟一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自己的兴趣往往比名利和地位更重要。
　　只要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几乎在所有成功者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
们都是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中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也就是说，创业者如果能够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事，那么他成功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即使我们对创业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兴趣会使我
们具有“后发”优势，最终让我们在这个感兴趣的行业里获得成功。
这个时候，创业者得到的，就不单单是金钱、地位和名声了，还有对兴趣的极大满足，这可能是最让
创业者高兴的事情了。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刚开始进入某个行业时，创业者对该行业并不太感兴趣，只是因为认可
该行业的发展前景，才选择了该行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己对该行业的深入了解，就会逐渐对该行业产生莫大的兴趣，并立志在
这个行业做出一番成就。
　　还有一种情况是，创业者刚开始选择的是与自己兴趣相关的行业，随着业务的拓展，渐渐发现这
些业务中竞也包含了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
　　总之，只要创业者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行业，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自
己的潜能，从而提高成功的几率，获得更大的事业成就。
　　兴趣是创业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　　兴趣是一个人对某个特定的事物、活动和人所产生的积极
的和带有倾向性、选择性的态度和情绪。
它是一种无形的动力，促使人们对某些事物优先加以注意。
比如，对音乐感兴趣的人总是对乐器、音乐方面的书籍和杂志等更加关注；只要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
信息，无论是歌剧还是广播或他人的演奏，甚至是报纸上有关音乐的报道，以及其他人议论有关音乐
的话题，对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兴趣是创业的精神支柱与动力源泉，它使创业者坚定了不畏惧任何困难和险阻的决心，给创业者
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支持。
　　当一个人对某个创业项目有了兴趣后，挫折就不再是挫折，痛苦也不再是痛苦，这一切都将成为
追求兴趣道路上的美好体验，成为一种难得的享受。
如果我们能够因为兴趣而创业，那么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失败，因为这顺应了自己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向
往，本身就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而创业所取得的成功，仅仅只是对我们坚持这种行为的一个小小奖励
而已。
　　被誉为中国创业“教父”的马云就是从兴趣人手开始创业的。
1964年，马云出生在杭州的一个贫困家庭。
小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很不好，数学甚至还考过1分。
除了不爱学习以外，马云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打架，只要马云一打架，就会被父亲惩罚。
每当这个时候，马云就用英语顶嘴，但他的父亲一句也听不懂，马云便觉得挺过瘾，也因此而阴差阳
错地喜欢上了英语，而且越学越好。
　　1984年，马云考入了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
那时，他的分数与本科线还相差5分，只能上专科。
但由于本科的名额没有招满，他便幸运地上了本科。
这段经历带给马云很大的感触，他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马云能够创业成功，那么我相信中国80％
的年轻人都能够创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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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以后，马云进人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
然而，他对自己未来的要求却不是只做一名教师，他有更长远的打算。
1991年，马云与朋友一起成立了翻译社，在课余时间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挣钱。
但刚开始的经营状况却并不理想：第一个月收入700元，但房租却要2000元。
　　由于翻译社人不敷出，与马云一起创业的朋友都动了分道扬镳的念头。
但是，马云不相信自己办不好一家翻译社。
在翻译社经营最困难时，他一个人背着一个大麻袋去义乌销售小商品，然后将卖小商品得来的钱用于
翻译社的周转。
结果，马云不但养活了翻译社，同时还组织成立了杭州的第一个英语角。
　　1995年，而立之年的马云决定辞职。
辞职以后，马云首次给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做了正式的定位与规划。
他回顾了自己几年来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他知道自己喜欢那些有创造性、有活力、有挑战性的工作，
也知道自己不怕吃苦，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十分向往创业与创业后的那份成就感。
在给自己做了一番“自诊”后，马云开始构想未来：一定要专心创业，根据自己的兴趣一英语，立志
创办中国最大的翻译社。
　　辞职后的马云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当时，他的翻译社经常接到一些外贸单位的翻译工作，每次他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没多久，马云就成为了杭州知名的“翻译通”，而他所创办的翻译社也成为了杭州最大的一家翻译社
。
　　至于创办阿里巴巴，则是马云的又一个传奇故事。
1995年的一天，马云接到了浙江省交通厅的任务：到美国催讨一笔债务。
在西雅图时，对电脑一无所知的马云首次接触了互联网。
刚学会上网，马云就想到了为自己的翻译社在网上做广告，他早上将广告发布到网上，中午之前便收
到了6封E—mail，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他们在邮件里说，这是他们看到的关于中国的第一个
网页。
马云感到很惊奇，并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有巨大的生意可做！
”　　从美国回到杭州后，马云与妻子，还有一个朋友，总共凑了两万块钱，租了一间房子，就这样
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这是中国最早的网络公司之一。
1996年，马云的网站在国内打开了知名度，而此时，网络也开始在我国逐渐普及，国家外经贸部因此
注意到了马云。
　　1997年，国家外经贸部相关人员邀请马云到北京，加盟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的项目——EDI（电子
数据交换）中心。
马云带着自己的创业班子，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网站、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
、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等一系列国家级网站。
对马云来说，这段经历非常珍贵，他感慨地说：“在这之前，我只是杭州的一个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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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创业成功的第一步在于发挥你的优势，而不是纠正你的弱势。
认清你的优势，凭自己的优势去创业，你的创业之路将畅通无阻。
　　创业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给我任何东西，我都不会换。
　　——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　　不要为了赚钱、不要为了比酷，只有抱着兴趣去创业，才会坚持
到底，因为兴趣是创业最好的动力。
 　　——中国创业导师　沈南鹏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华人首富　李嘉诚　　不要把手伸到各个行业。
而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在某个专门领域争取做到最好。
　　——日本著名企业家　竹中新策　　我的成功秘诀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
　　——百度总裁　李彦宏　　从今天起，强迫自己每天想一个创意，你将不难发现到处都有赚钱的
机会。
　　　　　——日本麦当劳连锁创始人　藤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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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找到你和沈南鹏、马云相同的创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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