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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消费品突围的战略新思维　　从2009年开始，我密集出版了三本有关产业链阴谋的案例书
——《产业链阴谋I，Ⅱ，Ⅲ》，深受读者重视，我对于读者的热烈支持深表感谢。
但是我也接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大家一致希望我谈一下中国企业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应该如何突围，所
以，这就是我写这一案例集的目的。
　　首先我想循着过去的思路谈一下什么叫做产业链。
以图1为例，传统的产业链就是一条微笑曲线，包括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
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六大非制造环节。
再加上制造这一个环节，就是我这几年所极力推动的“6+1”的产业链的理论，我相信读者应该还是
比较熟悉的。
　　我在《产业链阴谋I，Ⅱ，Ⅲ》的案例中指出，以图1为例，过去我们只知道微笑曲线的底端是制
造，而制造的价值是最低的，其他六大环节的价值都高于制造。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新帝国主义的产业资本掌控了产业链的六大环节之后，严密控
制了每一个环节的成本。
我就以最近闹得红红火火的富士康为例，其幕后的真正黑手是苹果的霸权。
为什么苹果可以有这种霸权呢？
这是因为苹果在产业链中是站在最高层次的，它牢牢地把控住产业链环节的各个关键点，也就是说，
这条链上的关键点都是由苹果公司来连接的。
苹果会直接出面同各个零部件生产商进行谈判，以最低的价格直接向各个零部件供货商下单，被采购
的零件会按照苹果的要求被准时送到富士康的组装厂装配，而且装配的每一步用什么工艺，要多长时
间、多少物料，苹果都要管。
　　我举个例子，苹果核算人工成本的方法是生产厂家所在地最低工资×每件产品最高工时，富士康
根本无法决定劳动成本。
此外，富士康在连续13个自杀案件之后，于2010年6月宣布大幅度加薪，这加薪的背后其实还是苹果的
黑影。
只是由于苹果让利给富士康1个点，富士康才有能力加薪。
　　我再举个例子，2009年8月，郭台铭钦点的接班人之一蒋浩良突然脱离富士康一线核心业务，转为
特别助理的岗位。
而早在他加盟富士康之前，他曾在苹果公司任职16年。
被郭台铭挖到富士康后，借着当年的关系，他成了苹果订单的负责人。
这位曾经的“苹果人”正是被他的老东家赶下台的，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在一个iPhone小零件的成本控
制上，没有听苹果的话。
据说，要求换人的电话直接打给了郭台铭——这个总经理要下来，要不然不跟你做生意。
苹果就是这样严密地控制着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从而控制了产品的定价权，也正是因为他把我们制
造业的利润完全吸千了，我们的制造才被挤压到微笑曲线的底部。
　　新帝国主义也是以金融资本的形态出现的，控制着农矿产品的定价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
另外两本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
这两本书详细描述了金融资本是如何透过掌控农矿两大资源的定价权，进而掌控中国制造业的原材料
成本的。
　　我在《产业链阴谋Ⅲ》的书中画了图2，该图显示了新帝国主义先是通过金融资本控制农矿产品
定价权，再通过产业资本所掌控的6控制了销售定价权，从而吸千了我国制造业的全部利润，这才是
我国传统制造业毛利率低的原因所在。
产业链阴谋系列图书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亮丽耀眼的GDP，而新帝国主义通过金融
资本和产业资本取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因此中国越发展，中国越制造，新帝国主义就越富裕。
　　读者最常问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夹击之下应该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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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案很简单，向图2的右方突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和金融资本的水平可以说是夭差地别，他
们太厉害了。
例如2010年这一次的希腊危机就是华尔街狙击的结果，我会在以后的著作中再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产业资本要回定价权。
当然这样做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把握行业本质。
那么中国企业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学习呢？
这就是我出这本案例集的目的。
 　　我特别挑了几个消费品行业，这些行业必须同时把握行业本质和产业链的整合才能够突围。
请读者注意，具备行业本质的企业一定是面对消费者的企业。
我将中国面对消费者的企业突围现状分成这样几个类型讨论。
 　　红酒和茶叶——中国企业正在突围。
 　　女鞋、运动鞋——中国企业已经成功突围。
 　　网购——这个行业只要把握住行业本质，那么它们就能在中国市场生存。
 　　我想提醒读者，虽然中国企业在某些行业内暂时还无法突围，但是我们都会详细讨论突围的方法
。
 　　当然，不面对消费者而面对其他产业的中间产业基本上只有产业链的问题而没有行业本质的问题
，例如我们在《产业链阴谋III》所讨论的矿业、水泥、工程机械等中间行业。
这些行业的特性就是不面对终端消费者，因此“6+1”产业链的整合才是最重要的，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参考《产业链阴谋III》以了解中间产业的产业链整合的技术性细节，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有些面对消费者的行业并不存在产业链的问题，它们只有行业本质的问题，因此只要把握了
本质就能在中国的市场生存。
这些行业基本上不牵扯到制造，因此产业链整合就不重要了，例如网络方面的行业，我将之归类于第
四类的行业。
过去的研究我几乎没谈过这个行业，在本书里我特别找了一个案例来进行讨论，以飨读者。
但是如果是电脑软件行业的话题就会牵扯到产业链的问题了，所以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产业链阴谋I
》和《产业链阴谋II》。
 　　本书的内容很精彩，我没有必要在前言做太多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毒一个章节，
从而进一步理解这些行业突围的细节。
同产业链阴谋系列相比，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
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阅读本书都不会出现困难。
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我特别挑了家喻户晓的消费品行业来进行解说，同时还注意增强了文字的可读
性。
 　　我将每个行业的行业本质和产业链简单地归类于下表以给读者作参考。
 　　本书的所有案例都是在郎咸平教授和孙晋助教的指导下以及蔡雯娟助理的协助下，由香港中文大
学的学生所完成，我们把这些学生的名字罗列如下。
此外，郎咸平教授感谢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创新基金所提供的研究基金，从而使得这个大型研究项目
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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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企业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夹击之下应该如何突围呢？
答案很简单，向金融资本方向突围没可能，因为我们和金融资本的水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例如2010年的希腊危机就是华尔街狙击的结果。
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产业资本要回定价权。
当然这样做还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把握行业本质。
那么中国企也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学习呢？
　　这两本书特别挑了几个消费品行业，这些行业必须同时把握行业本质和产业链整合才能突围。
具备行业本质的企业一定是面对消费者的企业。
　　这些面对消费者的企业突围现状可以分成3个类型。
　　第一类：办公文具，女鞋，运动鞋——中国企业已经成功突围。
　　第二类：女性内衣，红酒和茶——中国企业方向正确开始突围。
　　第三类：照明，男装——中国企业难以突围,在低端生存。
　　还有些面对消费者的行业并没有产业链的问题，而只有行业本质的问题，只要把握了本质就能在
中国的市场生存。
这些行业基本上不牵扯制造，因此产业链整合就不重要了，例如网络方面的行业，也就是第4类的行
业。
　　第四类：网购——只要把握行业本质，就能在中国市场生存。
　　与《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同步上市　　《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之企业案例篇《中国企业没戏吗》，Ⅰ、Ⅱ两册，同步上市。
　　8大案例，行业覆盖办公文具、女鞋、运动服饰、女士内衣、红酒和茶、照明、男装、网购。
　　4大类别，中国企业已经成功突围、方向正确开始突围、难以突围只能在低端生存，和把握行业
本质就能在中国市场生存，让中国人群情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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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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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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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谋杀中国经济》《谁在拯救中国经济》《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
　　②“财经郎眼”系列（《我们的痛苦和希望》、《年度经济热词解读》《需要了解的经济问题》
《经济泡沫下的生存》）；
　　③“郎咸平案例”系列（《操纵》《运作》《整合》《突围》《误区》《科幻》《产业链阴谋Ⅰ
》《产业链阴谋Ⅱ》《产业链阴谋Ⅲ》）；
　　④“郎咸平学术文选”；
　　⑤“郎咸平音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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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葡萄酒与茶——如何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　　第五节　高端茶　　一、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拥有悠久茶史、茶叶发源地（很有可能，学界尚无定论）、顶级茶叶出产地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像法国等旧世界国家和美国、澳大利亚等新世界国家的好酒产区，都是倚赖天成的自然条件，以此
为基础培养最适合当地的酿酒葡萄，才能酿造出好酒。
中国也一样。
如果说上帝给了法国最好的自然环境来种植葡萄以制佳酿，那上帝无疑也给了中国最好的自然环境来
种茶树制好茶。
　　茶树生长对土壤条件、生态环境、降雨和温度等都有很高的要求。
　　从温度来看，茶树生长季节月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以上为宜，最适气温20—27摄氏度，生长适宜
的年有效积温在4000摄氏度以上。
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茶树主要在北纬6—22度之间分布最集中，而中国国土在这个纬度范围内面积十
分广大。
　　从降雨量和湿度来看，茶树适宜的降雨量在年平均1000—2000mm，生长季节的月降雨量在100mm
以上，相对湿度一般以80％—90％为佳。
在世界同纬度热带、亚热带地区很多为荒漠或草原，温度条件符合了，水量却不足。
幸运的是，我国就正因地形和海陆位置因素，受季风影响显著，因此我国的亚热带地区在高温季节降
水丰沛，气候温暖湿润，茶树才得以生长。
　　此外，茶树还有耐阴的特性，喜弱光照射和漫射光（有树阴的遮蔽或云雾的散射）。
也就是说，不仅要有热、有水，光还得恰恰好，这正是为什么有“高山产好茶”一说——因为高山集
合了各种适宜的自然因素：多云雾，温差大，漫射光多，日照时间短，湿度大，芽叶持嫩性较强，有
利于提高茶叶香气，有好的滋味和嫩度（但并不是山越高越好，而平地也有产好茶的。
重点在于是否有综合适宜的自然环境）——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3！
　　茶树喜欢土质疏松、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地下水位要低）、呈酸性或微酸性反应的砾质、砂质
土壤。
知道我国的一个显著地质特点吗？
古代红色风化壳分布范围很广。
呈红色是因为缺乏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而富含铁、铝氧化物，这样的土壤呈酸性。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确实很多地方拥有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环境，而这正
是做高端好茶的前提。
以下以竹叶青、西湖龙井和安溪铁观音产区的自然环境为例说明。
　　竹叶青属绿茶类，产区位于“三峨之秀甲天下”的峨眉山，茶园主要位于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
山中。
气候方面，峨眉山以多雾著称，常年云雾缭绕，雨丝霏霏，存在着被世界气象气候学界称奇异的“华
西雨屏”气候现象。
同时，8.5亿年的地质生长史，再加上相宜的气候、生物条件，因而土质疏松、土层深厚、天然肥沃。
峨眉山为世界自然遗产，远离现代工业污染和辐射，拥有多达5000余种野生植物组成的庞大的植物基
因库配置的生态链，物种丰富，构成完整复杂没有污染的峨眉生态圈。
也因为有如此的自然，峨眉山产茶历史悠久，于唐代就有白芽茶被列为贡品。
明代峨眉山白水寺（今万年寺，也就是竹叶青茶园所在）种茶万株，采制入贡。
唐代学者李善在其所著的《昭明文选注》中记载：“峨山多药草，茶尤好，异于天下。
”　　又好比居中国名茶之冠的西湖龙井，龙井茶区分布在西湖湖畔的秀山峻岭之上。
茶区里傍湖依山，气候温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加上土壤结构疏松、上质肥沃，因而茶树根
深叶茂，常年莹绿。
这西湖群山产茶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在唐代时就享有盛名，但形成扁形的龙井茶，大约还是近百年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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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乾隆皇帝巡视杭州时，曾在龙井茶区的天竺作诗一首，诗名为《观采茶作歌》。
　　又比如铁观音产地安溪县。
戴云山支脉从漳平市延伸安溪境内，地表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县内多山，3000多平方公里，80％为山地，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000多座。
温润的海风从东面吹来，给安溪带来了充沛的降雨。
全县24个乡镇，大部分都属于内安溪山区。
这里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季节性变化明显，具有相对低温、高湿、多雾的气候特征，为优质茶树
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更难得的是，安溪虽近海，却有崇山峻岭相阻隔，不受海风侵扰。
在整个小气候区内，茶区终年云雾缭绕，空气清新，没有污染。
香气好的铁观音多是生长在高海拔的内安溪山区，那里云雾多，日光漫射，紫外线强。
茶叶部积累较多芳香物质，茶叶叶质厚、柔软、嫩性强。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使安溪成为一个纷繁复杂、琳琅满目的茶树品种宝库。
现在县内仍生长着许多野生茶树品种宝库。
　　祖国大好河山，名茶遍布大江南北，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毫无疑问我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拥有出产高端好茶的自然基础，但这仅仅是前提条件而已，让我
们来看看中国茶人们做了些什么。
　　二、茶与葡萄酒的不同之处　　首先必须承认要生产出可供商业化产量的好茶确实比葡萄酒要困
难许多。
　　从原料生产（种葡萄和种茶）和加工制作（酿酒和炒茶）的角度来说。
茶叶耍控制的变量绝对不逊于葡萄酒，甚至可以说要求更高。
比如采摘，几度的温差就直接关乎茶芽是否可用，再加上高端茶一般都是高山茶，山里阴晴多变相当
恼人；采摘芽茶一定要手工，还不能用指甲掐，因为根部会变黑，当然更不能撕扯。
采摘之后时间也很紧迫，因为鲜叶放不得，哪怕只是半天时间，堆放在一起水分出不来就会闷烂，必
须摊开平晾，然后在几个小时内迅速“炒掉”。
而且不是人人都做得，葡萄酒有一两个好的酿酒师、调酒师，就能带领一批人完成大批酒的加工；但
是好茶的制作就不是这样，像茶农所说“茶是个活物，在炒制过程中需要人不断观察”。
因此相对批量地生产高端茶是件极端困难的事情。
　　其次茶产业与葡萄酒产业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前文提到，高端葡萄酒由酒庄负责整个生产过程，从种葡’萄到酿酒到装瓶，因此消费者知道自
己喝的是谁生产的酒。
然而中国茶不是，虽然几乎所有的品牌茶企都说自己是“一条龙”企业，从头负责到尾。
但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从茶农处收购毛茶、（有时候进行后期微加工）、挑选、包装然后销
售。
与此同时，大部分优质茶园、茶田是由分散的茶农拥有的，大部分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后期加工（基
本上已是成品茶）是由他们负责的。
可是我们在市面上买的大部分“商品茶”，挂的可都是品牌茶企的名号，虽然做茶的并不是他们。
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品牌茶企，相当于葡萄酒产业的酒商，即中间商而非生产者。
这就拉远了消费者与自然的距离，更使品质的控制不确定因素增加，更使茶农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较大部分利润被品牌茶企占去。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爱茶人会选择在相熟茶店、茶楼买茶，他们寻找的是一个最可信赖的中间商
来替他们选择好茶。
相比较而言，会比选择略去茶农面目取而代之的品牌茶企更贴近真正的自然、真正的好茶。
　　那为什么中国茶厂不收购茶园、雇用茶农进行生产呢？
这样质量不也容易控制吗？
不是能降低成本吗？
　恰恰相反，品牌茶厂们正是为了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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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民，劳动力成本是不计算的，所以农民收入很低。
如果企业把原料全都揽归自己做，就要付出土地、人力劳动这些越来越高昂的成本。
以前的体系里，还能看到劳改、国营、农垦性质的茶厂，现在都死掉了，是因为负担不了成本。
”茶业中人如是说。
　　要想一下子改变这样产业体系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茶厂、茶商确实要好好费一番脑筋想想如何
追求卓越、珍藏自然了。
如果他们确实愿意自觉追求卓越而不是想利用中国茶业的这个特点大发一笔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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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认清行业本质，参与全球竞争。
　　以下这些行业没戏吗？
　　葡萄配茶行业、女鞋行业、运动服饰行业、网购行业、还有⋯⋯　　《中国企业没戏吗1：产业
突围需要的新思维》是《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企业案例篇。
我们只知道制造的价值最低，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
富士康幕后的真正黑手是苹果，苹果为什么有这样的霸权？
中国企业如何突围？
为什么有的中国企业已经成功？
　　过去一段时间，郎咸平剖析新帝国主义的产业链阴谋的3本案例集《产业链阴谋Ⅰ、Ⅱ、Ⅲ》陆
续出版。
那么，在新帝国主义的产业链阴谋之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突围呢？
这正是这两本案例集《中国企业没戏吗Ⅰ、Ⅱ》出版的原因。
　　在郎咸平看来，传统的产业链就是一条微笑曲线，包括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库运输、订单
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六大非制造环节，再加上制造这一个环节。
过去，我们只是知道微笑曲线的底端是制造，因此制造的价值就是最低的，而其他六大环节的价值都
高于制造。
但是我们却从来不知道为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新帝国主义的产业资本掌控了产业链的六大环节之后
，严密控制每一个环节的成本。
富士康幕后的真正黑手就是苹果的霸权。
为什么苹果可以有这种霸权呢？
因为苹果在产业链中是站在最高层次，并牢牢的把控产业链环节的各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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