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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州人，他们个个精明过人，全民皆商；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ldquo;温州人精神&rdquo;概括为
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
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这些温州人独特的商业禀赋，构成了&ldquo;不一样的温州人&rdquo; 。
　　敢想敢闯，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
店，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在，温州人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的群体，&ldquo;温州&rdquo;两字已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文化，一
种资产。
　　当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的时候，&ldquo;人均只有三分地&rdquo;的温州人，从卖一
颗纽扣起步、从销一只电器起家，10万销售大军已经走南闯北，一分一厘地积累资本，一品一件地开
拓市场，并最终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以小搏大的传奇。
他们立志要成为能够真正挺起腰杆的有钱的中国人。
他们执著于赚钱、自立自强、敢想敢干、艰苦创业、永不言败；他们四海为家，敢为人先，有市场的
地方就有我，有我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场；他们白手起家，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调动资金和商品。
　　温商，也许不在于为中国贡献了多少&ldquo;大&rdquo;的东西，而在于给国人多少全新的启示。
人们总是只看到温州人富裕的一面，却并不理解和明白温州人是怎么得到这些的，不清楚温州人是付
出多少汗水换来的幸福生活。
　　温州人的吃苦耐劳是很多与温州人一起生活过的人才能明白的。
　　有很多人研究温州的经济，温州人不仅吃苦耐劳兢兢业业，敢为人先也是温州人闻名的一个特色
。
温州人用他们的精神创造了无数的第一和奇迹，温州市成为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
　　有人把温州人比作牧羊犬，它善于奔跑，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温州人。
他们在家乡成长，一旦具有一定能力，就满世界跑了。
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拿马等十几个国家，开设了温州人的市场。
　　在巴黎，温州人凭借着勇气和智慧，一次又一次缔造了属于自己的经济版图。
20世纪90年代，从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做成小钱包出售开始，闯荡欧洲的温州人，不动声色地把
犹太商人服装批发&ldquo;领地&rdquo;变成了自己的&ldquo;地盘&rdquo;。
进入21世纪，一些温州人进驻巴黎12区蒙加莱街，将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变成了闻名全法
的&ldquo;电脑一条街&rdquo;。
　　在美国纽约，温州籍华人约有10万。
当地报纸以法拉盛商业区作为解剖观察的细胞：&ldquo;许多老旧的华人杂货店、餐饮店，已换成多家
浙江温州人开办的超市。
经营者多是打拼的温州青年，开办的超市以生鲜蔬果鱼肉为主，规模与速度胜过许多老牌超市。
&rdquo;媒体惊叹：温州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的发展，短短10年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温州，一个出经验的地方，一个出争论的地方，一个出老板的地方，一个出财富的地方。
是温州人引发了争论，用超前的思考掀起了温州现象；是温州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
从弱小走向强大，用闪光的足迹总结了温州经验；是温州人创造了令人称奇的财富，用雄辩的事实探
索了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成长为一个又一个老板，用人格的魅力彰显了温州气质。
从古到今，温州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世人瞩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创造出如此骄人的成绩。
　　本书从生意的实际运作角度，为您总结了温州人赚钱做生意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一样的思想、不
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素养、不一样的品质、不一样的胆量、不一样的创意、不一样的人脉、不一样
的手段。
现如今，在中国，温州人已经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雄鸡报晓的中国版图上，温州人是一群最能赚钱、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
成功的经验总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赚钱就应该向温州人学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一样的温州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一样的温州人>>

内容概要

《不一样的温州人(揭秘温州人的创富秘密)》从生意的实际运作角度，为您总结了温州人赚钱做生意
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一样的思想、不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素养、不一样的品质、不一样的胆量、不
一样的创意、不一样的人脉、不一样的手段。
现如今，在中国，温州人已经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雄鸡报晓的中国版图上，温州人是一群最能赚钱、最会赚钱的商人群体。
成功的经验总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赚钱就应该向温州人学习。
《不一样的温州人(揭秘温州人的创富秘密)》由任学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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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学明 资深图书撰稿人、策划人。

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擅长以独特的视角结合全新的理念打造畅销图书。
曾出版和撰写了《做人的手腕》《如何应对职场危机》《你为什么越忙越穷》《生意经》等多部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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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穷人经常“找工作”，温州人只为自己“找生意做”
  1．人人都想当老板
  2．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3．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4．老板都是“苦”出来的
  5．睡得地板，当得老板
第二章  穷人嫌生意小没面子，温州人觉得能赚钱才是硬道理
  1．赚钱是一种快乐
  2．想赚钱才能赚到钱
  3．以坦诚的态度追求金钱
  4．生意不分贵贱，挣钱才是硬道理
  5．赚钱是第一任务
第三章  穷人只想赚大钱，温州人大钱小钱都要赚
  1．先赚小钱后赚大钱
  2．微利是图，能挣一分是一分
  3．小处着手，由小做大
  4．小商品打开大市场
第四章  穷人害怕风险，温州人天生爱冒险
  1．风险与机遇并存
  2．勇气创造机会
  3．先人一步的生意最赚钱
  4．没有什么不可能
  5．大胆去吃第一只螃蟹
  6．要有眼光，更要有胆识
第五章  穷人喜欢空谈，温州人用行动说话
  1．生意是做出来的
  2．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3．行大于言，少说多做
  4．稳扎稳打，以实干求实效
  5．有耐心，不妄想一夜暴富
第六章  穷人爱跟着别人走，温州人按自己的特色经营
  1．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2．冷处着眼，挖掘商机
  3．有特色才会有市场
  4．男人能干的，女人照样能干
  5．迎合市场需求才能抓住商机
  6．想到一个点子，就赶紧去做
第七章  穷人不把信誉当回事，温州人视诚信如生命
  1．诚信就是金钱
  2．品牌创造效益
  3．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
  4．做生意就是做人
  5．质量——企业生存的法宝
  6．守信用是做生意的最大法宝
第八章  穷人不喜欢合作，温州人最喜欢“扎堆”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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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众人拾柴火焰高
  2．抱团打拼力量大
  3．同行不是冤家
  4．家族企业凝聚力更强
第九章  穷人害怕困难，温州人从不向困难低头
  1．失败的对面是成功
  2．不灰心，不放弃
  3．坚忍不拔是一种财富
  4．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第十章  穷人墨守成规，温州人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1．信息就是商机
  2．跟着政策走，因策制宜
  3．灵活多变，随机应变
  4．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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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人人都想当老板 俗话说：&ldquo;工字不出头。
&rdquo;一辈子打工，很难有大成功。
司马迁说过： &ldquo;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
&rdquo;香港富豪庄永竞则说，即使当个小老板，资本再少也总是为自己干，总会有发财的希望。
可见，给别人打工，总是没有自己做老板更有发展。
而温州人的想法正是如此。
　　前些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俗谚：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
后面还有，但没有涉及到温州的。
在这里还要加上一句：不到温州不知道老板少。
在温州，老板比较多，每个企业就算只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就有10万个老板。
一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都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
　　温州有一句名言：家家有项目，家家有老板。
虽然像广告语，但并不夸张。
&ldquo;宁为鸡首，不做凤尾&rdquo;渗透到温州人骨子里，就是人人想当老板，这是温州人取得成功
的巨大动力。
　　温州年轻人的理想不是到国有企业上班或坐机关，而是自己去创业，办厂或开店。
经验不足的，先到一些民企去打工见习，等学得差不多了，出来自己干。
连一些偏僻农村的青年也是如此，他们外出都是立足于自己干，不满足于做打工仔、打工妹。
即使在机关上班的人，一般家里还有人办企业或开店，在机关下班了，马上赶回家里上班。
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员工，投资意识都很强，大多把闲钱用于人股办企业，或用于借贷，或购置房地
产，所以温州人一般都有两三套房子，用于出租或升值。
　　&ldquo;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士兵。
&rdquo;在这里套用这句话就是&ldquo;不想当老板的温州人不是真正的温州人&rdquo;。
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让成千上万的温州人背起行囊，天南地北四处闯荡，寻找
当老板的机会。
　　1980年年底，薛林华从部队退役，被分配到温州老家的市检察院，当上了一名检察官。
　　检察官的工作可是个实打实的铁饭碗。
就是放在今天，有多少人挤破脑袋去争这个位置都争不上。
所以，薛林华战友来看他的时候，都不无羡慕地说薛林华谋得了一个好差事。
但是，薛林华却不这么想。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薛林华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就想：&ldquo;检察官这饭碗，稳当是稳当，
可是这碗里能盛多少饭、盛什么饭，我可说了不算。
单位今天给我肉吃，我就吃肉，明天给萝卜吃，就只能吃萝卜，这可不行。
要是这样混下去，这一辈子只能这样了。
&rdquo; 结果，薛林华把到手的铁饭碗往地上一丢，背上行李卷下海了。
　　薛林华的第一站是深圳。
　　几经奔波，薛林华找到一家广告公司，做起了业务员。
但是，一无经验、二无关系，干了两个月，薛林华没有做成一笔业务。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一行，再熬下去也是白费时间，不如转行，于是就离开了广告公司。
　　后来，薛林华相中了一家贸易公司。
他筹措了5万元以承包的形式成了这家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
在当时，5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薛林华也是咬着牙，顶着压力豁出去了。
　　但是，这一次薛林华又失败了。
他在做第一笔生意时就被骗了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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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贸易公司帮他承担了一定的损失，但是薛林华仍然受到很大打击。
不过，这次的失败，让他意识到，这条路自己还是走不通。
　　没过一年，薛林华从贸易公司退出了。
　　朋友们还有以前的战友知道消息后，都埋怨薛林华，原本有着好好的铁饭碗，不捧住了、把牢了
，还把它给丢了，然后跑出来找罪受。
这些话并非全无道理，薛林华每每想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
不过，他不后悔。
因为薛林华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盛饭的器皿，而是要做那个决定自己&ldquo;吃什么饭&rdquo;的人。
　　接下来，薛林华陆续在音像业、房产业进行尝试。
尽管同样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在这中间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与客户洽谈起草协议、如何协调各方
关系等。
最重要的是，薛林华接触到很多海外投资商。
这为薛林华事业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92年，邓小平南巡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呼吁经济改革。
此时的薛林华已经今非昔比，头脑里已有了捕捉机会的意识，他敏锐地觉察到深圳地产业所具有的潜
力。
于是，薛林华决定在地产业干出一番作为。
薛林华通过之前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在短时间内聚集资本，投资地产。
　　这一次，薛林华成功了。
邓小平南巡后，深圳的地产业大振，薛林华的投资也带来了成倍的利润。
紧接着，薛林华收购了粤海集团下属太阳能开发公司80％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金
也从原始的100万元追加至1000万元。
因为有了前期的积累，薛林华办起了投资咨询公司，真正的成为一个决定自己饭碗盛什么饭的人。
　　对于薛林华来说，如果死守着检察官的职务，衣食无忧确实可以做到，可是也许一辈子就被拴死
在小职员这个位置上了。
而对于所有温州人来说，如果抱着铁饭碗不放，那么整个温州就被拴死在不上不下的境地上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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