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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年前，我曾想过要策划一本关于越南的书，当时只是觉得越南和中国有太多微妙的关系：同处中华
文明圈，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接近的意识形态；同在“改革开放”，有类似的
经济发展历程。
另外，越南和中国在近代史中都经历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而且两国之间还存着在无法回避的地缘
政治问题⋯⋯种种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因素纠缠在一起，给了时下爱好投机的国人一个感觉——中国的
昨天就是越南的今天，中国的现在将是越南的未来，如果你的商业嗅觉够“灵敏”，你会成为越南这
个新兴市场中的“先知”。
然而，写这样一本书，要对宏观经济走势有所把握，要对越南以及整个海外市场有所了解，要有顺畅
的文笔⋯⋯种种限制困扰着我，以至于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作者。
于是，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我认识了邢先生。
他有带领团队在越南以及整个东南亚开拓市场的经历，有静下来写点东西的爱好，更重要的，他是一
个真正的营销人。
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对越南以及整个海外市场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这些都超出了我原有的设想，相信也会对大家有所启迪。
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
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为什么中国商人在越南屡屡受挫？
为什么西方企业在越南鲜有传奇？
在越南市场上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到了越南就失灵了？
对于如今正摩拳擦掌准备在海外闯荡一番的中国企业和商人来说，最缺乏的便是静下来想想这些问题
。
如果您没想过也不用慌张，因为本书已经为您提供了诸多参考答案。
书中的几十个故事都源自邢先生的亲身经历，涵盖大到文化、政治，小到风俗、餐饮的方方面面。
我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不小心成了“听众”：闷热的午后，凉爽的咖啡馆里，靠窗的桌子旁，一
边抿着冰咖啡，一边听老朋友娓娓道来⋯⋯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读过本书后，您会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复述其中的情节，因为这些故事都太独特了，如果您对海外市场
或者营销问题感兴趣的话，是绝不会忘记的。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即使您对海外市场不感冒，书中的营销“传奇”也会让您眼前一亮。
真正的营销不是照本宣科的教条化，不是“把斧子卖给美国总统”的小聪明，而是统揽全局、亲力亲
为的大智慧。
在时下中国浮躁的经济生活中，这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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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闯荡海外，逐鹿越南，如何搭台子、建班子、找路子？
一个成功的营销人用亲身经历告诉你，在越南、在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是如何淘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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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露，曾任国内知名上市企业海外市场主管，拥有丰富的海外市场实操经验，在越南担任代表处首代
期间，使企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市场开拓。
后在国内著名咨询公司任职，帮助国内企业开拓海外业务。
作为国内企业海外市场先行开拓者中的一员，他在海外营销、品牌推广方面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提出
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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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后WTO时代在曼谷与当地中国商会成员的一次聚餐上，桌上一位大姐感叹泰国有很多
的市场机会等待开发，旁边一位泰国中商会的朋友则一脸严肃地朗诵了一句话，或者说是一首诗：“
你孤身来到这里，发现了一片无比广阔的天空，却失去了脚下的土地。
”桌上的人都默契地哈哈大笑，作为大笑的一员，我也非常理解他的诗，犹如大家说自由贸易是天堂
，大家都想去，但谁也不想去得太早，尽管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这绝对不等于自由贸易的到来
。
在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之中，第一步就敢于在当地投资建厂的还是相对少数，常规的第一步往往
是选择在当地试销，先搞定市场。
我们也曾经是多数中的一员，并且通过越南的终端市场，敲定了一家我们认为还不错的经销商。
但是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双方在市场开发与投入上产生了分歧，不得不选择分手，除了货款方面的
尾巴理不清之外，市场也随之陷入一片困顿之中，面对每天持续发生的固定费用，进退两难。
总部的老板指示了一句话：能干就坚持，不能干就撤退，不要有任何一定要翻本的想法。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理陛、非常有道理的想法，但考虑到之前的努力和兄弟们的
付出，我还是选择了在“不能干”的环境下“坚持”。
“坚持”不是坐地等死，没有代理商，就必须要通过其他的途径直接面对终端和消费者，但怎么找呢
？
百般无奈之中，想到了去找当时的商务杨参赞请教相关的问题。
在耐心听了我们的故事之后，他相当冷静地说：“每一年我们都会接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有的是越南
人被中国人伤害，有的是中国人被越南人伤害，很难解决，像你们这样能够逐步商谈解决的，已经算
是很好了。
”“那越南已经加入WTO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成立一家贸易公司或者分公司，独立经营呢？
”我继续抛出了我关心的问题。
杨参赞的回答没有让我绝望，但也让我对这个方案不报有多大的希望了。
“理论上是可行的，越南人世之前承诺在2009年之后放开相关领域的外资法人经营权，现在已经通过
立法认可，但这还并不代表有相关的成立办法，按照正常的逻辑理解，不到最后一刻，这种经营权是
不会放开的。
”咨询完杨参赞之后，我们还是抱着乐观的心态咨询了律师事务所和河内的商务机构。
律师的回答是：“暂时不可以，可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办。
”河内商贸部的回答相对更加露骨：“法律上按道理说是可以的，但现在没有部门受理。
”听了三方面的意见之后，我们也决定不再在这方面花费更多精力，立即投入到找进口商连接分销商
直到终端的工作之中。
这或许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在越南的处境，在与当地人有了充分的接触和认识之后，不愿意再在某一个
环节受制于别人，进而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
独立发展意味着要在当地产生营业收入，这无疑会带来相当多的麻烦：无法获得法人身份、不能开票
、仓库被经济警察封库等。
为了能够与当地法规接轨，许多公司都在期待越南加入WTO之后放开相关政策，我们遇到的一个在当
地已经小有名气的饮料公司就是其中一员，他们的经历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家企业最开始是想到越南开发民用房地产，但一群人努力了半天发现地产行业没有放开，外国人还
很难从事这个行业。
于是他们看着越南盛产水果，决定先弄台饮料加工设备，利用水果资源做些饮料，可能类似于中国人
常说的“生产自救”的意思——等到越南入世、房地产行业放开了再大干一场。
结果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他们的饮料已经成长为越南的一个地方性品牌，可是房地产行业还是没能放
开。
也有一些人选用了另外一个在东南亚地区比较流行的方式——“买人头”。
听起来蛮恐怖的一个词儿，就是在当地雇佣一个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定期发工资，但不参与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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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当然，也有人为了感情问题或者生理问题，娶了当地的媳妇，一次性解决。
方法不尽相同，但显然的是：在越南2007年加入WTO之后，市场进入的壁垒还是会依旧存在，不要奢
望一夜之间可以像经营国内市场一样经营海外市场，如果真的可以那样的话，这个市场应该早就被占
领了。
场地当你决定了要在当地有一个机构，无论是想要成立一个代表处，还是套用别人名义成立一个公司
，或者是建立一个工厂，场地都会成为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
大部分人想到场地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放在哪里，是放在胡志明市还是河内呢？
从城市等级来说，越南的一线城市包括北部的首都河内、南部的重点经济城市胡志明市、中部的岘港
；接下来还包括海防、芽庄这样规模的城市。
虽然在二线城市可以获得较低的成本，但相应基础设施和服务获得的容易程度也是需要权衡的条件。
所以，具体的城市选择肯定离不开各自生意的模式。
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一个朋友的案例或许会有些帮助。
一个做消费品的朋友，在河内有一个客户，很想自己再过来深挖市场潜力，却没想好是应该离客户近
一点以便帮助客户好，还是应该与现有客户各占一端好，便就办事处开在哪里的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
。
一番交流之后，大家一边倒地倾向于他到胡志明市开个办事处，与现有客户各占一端，并且尽量先不
让客户知道他开办事处的消息。
原因是在不能充分沟通说明为什么要开办事处的情况下，不沟通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办公室来说，摆在面前的首先是两个选择，写字楼或者民房，两者各有利弊。
如果说希望能够有点排场，那么写字楼应该是首选，但是不要因为越南的发展迟就觉得你可以在当地
随心所欲地挑选写字楼。
在胡志明市和河内的最好区域里租写字楼，平均每平方米每月的租金都会在40美元以上，这个价格通
常包括管理费在内。
大部分的写字楼往往只提供1～2年租期的合同，如果你能碰到长期签约的地方，可以考虑把租期定的
相对长点，因为大部分时间里租金的上涨速度比较快。
而如果你想找华人聚居的地方，租一个商住两用的办公室，价格可以下降到每平方米每月50元人民币
左右。
这类房子的好处在于供电、供水比较稳定，对比民居里面网络经常断线的情况，它的信号也会相对稳
定一点。
如果你需要一些地方存放小批量物品，或者是你希望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那么还是租一栋越南
楼吧，这种参照法国人风格瘦身改造的建筑，住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只是你要经常面对社区的公安来找你办居留证件，或者是居委会的大妈告诉你某某地方发大水需要募
捐，当然也包括那些来找你要一些“喝咖啡钱”的人。
钱不会太多，总体成本还是会低于写字楼一类的地方，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应付这些人才行。
这些地方常常让人头痛的问题包括两个：第一就是治安问题，必须要多留几个心眼儿，根据住的地方
不同，有时候养条狗也是需要的；第二是对比写字楼，很多当地员工对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兴趣往往不
大。
如果是开办工厂的话，场地也会分为两种：工业区和自购土地。
在越南，工业地产的发展明显超越了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工业区里面都有配套的设施，大部分工业
区里面都配有华人翻译，还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帮你代办纸张，即各种手续。
价格根据区域差异各有不同，在胡志明市交通和配套比较好的工业区里面，50年长租（大概就是相当
于国内的工业土地一购50年），每亩20多万元人民币不算是高价。
如果是自购土地的话，那么就看你的公关能力或者运气了，能买下来是一回事，能够顺利搞定开工就
是另外一回事了，更不用说日后的供水、供电问题了。
坦白说，如果能够搞定相关关系，这种价格会比工业区价格低很多，但是大部分企业还是会以购买工
业区土地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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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点燃一盏灯，关上岁月的门如果有机会遇见尚未踏上开拓海外市场征程的自己，我会对那时的自己说
些什么？
这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从情感上我想告诉“他”：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因为一路坎坷，所以注定会失去很多东西，却未
必能够得到原本想象的成功。
但从理智上我想告诉“他”：人生如白驹过隙，既然有梦想，那就全身心地去追逐吧。
只是在这段追逐、感悟、失去、得到相互交织的路程上，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希望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整理，能够对后来者有所帮助，从而让这一路的探索更有意义，才能无愧于各
位尊师亲朋给予我的帮助与关怀，无论是给予我机会和指导的领导，协助我完成工作的同仁，还是在
过程中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各位朋友，以及在背后默默承受与支持我的家人，我在这里一并谢过了
。
希望这本书给予别人的帮助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你们真挚的爱。
在市场逐利、扛着绩效压力的过程中，我被别人伤害过，也曾深深地伤害过别人，若可以将走人别人
的生活并带来伤害理解为宿命的话，我在这里为我曾经给大家带来的伤害道歉，也希望通过帮助别人
少走弯路而让大家承受的伤害有些价值。
岁月静静流逝，为了轻松面对后面的旅程，我就此放下那段生活中所有爱恨情仇的负担了，用这段经
历为后来者点燃一盏灯，用爱与歉意关上过往岁月的门，轻松再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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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成员之一，作者结合自身经历表述了开拓越南市场过程中的困难与喜
悦，对两国商业文明交流中的实际情况与文化差异做了独到的剖析，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越南的商
业文化，多角度地分析越南市场，同时也会给其他在海外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以众多启示。
　　——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越南，越南，越来越难；河内，河内，越活越累。
”这是十年前刚到越南时，同事对我讲过的。
初来乍到，既是“聋子”、“哑巴”，又是“瞎子”——不懂当地语言，面对繁重的工作，其难度可
想而知！
实话实说，是一种不服输的韧劲让我留了下来。
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越南扎下根来，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新希望（越南）总经理  邵军这本书，我看了好几次。
越南的生意场，真的像一头牛，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驾驭它。
其实去越南的中国人都很勇敢，他们都想去驾驭这头牛，但是越南的牛不是用来驾驭的，而是用来牵
的。
这本书仿佛就是越南这头牛的牛鼻绳，懂得如何“牵”的人才会在越南站稳脚跟。
　　——友谊关网站的创办人  马志峰早年听说越南女子贤淑漂亮，而且中国男子在越南很受欢迎。
带着这点儿不可告人的私心，我跟随公司的一个项目到了越南。
工作开展起来后，发现越南真是名副其实的“越难”！
中国人追求的工作效率和享受生活的需求在这里完全得不到满足，中国思维和越南本土文化产生了激
烈碰撞，项目开始之初，我们对适应越南的国家节奏感到十分艰难，也产生过许多困惑。
越南与中国虽是近邻，但经济和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外国人想要适应越南，还真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前
人在越南的经验，否则就算娶个越南老婆回去，如果受不了姑娘的慢性子，也很难过上幸福生活。
这本书能教会你怎样适应越南，强烈推荐。
　　——新能源磁电（越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来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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