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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农民创业之路的很好的素材，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全书共分四章，从农民创业的基础知识讲起，谈到创业的环境与机会，并以温州农民的致富经为例，
更实际地为广大农民指出了创业之路。
《农民企业家成长指南》适用于广大农村的各类农民，也适用于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有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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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合作精神　　在当今一个充满竞争、强手如林的社会中，要想求得发展，不会合作是万万不
行的。
问问所有成功的企业人，在成功的背后是绝少不了一条，那就是合作。
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精神、一种做人的品格，更是企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
文化。
　　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老百姓经济靠的是个人的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集
体力量。
从合作精神这个侧面，追寻温州精神的底蕴，感受这种精神的博大精深。
　　温州籍作家白晖华曾经在他《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中涉及这个话题。
曾有一个朋友和他谈道：“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
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
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　　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
，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厂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
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
慨解囊，你出5万，我出10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
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厂
。
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你就圆了老板梦。
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
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攒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厂，以后再慢慢做大。
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
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
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
这也是一种悖论。
”　　虽然，作者的说法不无戏谑和调侃，但是温州人的确有这样抱团的习惯，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先
到了外地，一旦发现商机，立马往回送信：“此处钱多、人少，速来。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一传十、十传百，雪球越滚越大。
这就是温州盛产老板的一个独特的原因。
温商既有足够的合作精神，又有很强的竞争意识。
不管是合作还是竞争，有一点是肯定的：温商最喜欢“扎堆”经营、团队作战。
　　的确，无论是在温州本地，还是在外地，温商都喜欢“扎堆”。
在温州本地的姑且不谈，那些在外地经商的温商，往往集中在城市的某一个片区，或某一条街道开展
经营活动，而且，经营的大都是同类产品，由此形成了专门的市场。
久而久之，当地人干脆就把他们“占领”的地方叫做“温州城”或“温州街”。
比如，在上海的北京东路，就是温州人“扎堆”经营电器的“一条街”；在斜土路和七浦路，则是温
州人经营鞋类和服装的“温州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有温州人经营的“温州街”和“温州城”，大有“无
温州人不成市”之势。
　　20世纪80年代初，温商敏锐的商业“鼻子”嗅到了福建厦门汶个商业宝地。
那时，厦门还未展现出特区的风采，除了正在建设，到处都是钢筋水泥、脚手架的湖里工业区外，这
个海滨城市尚可炫耀的无非是它的集美学村、厦大校园以及鼓浪屿、万石岩等固有旅游观光点。
但温商已经在改革开放的信息中看到了厦门的商机，捷足先登，带去了温州人生产的小商品。
在“竖起买卖旗，便有钞票赚”的厦门，精明的温商掘到了“第一桶金”。
　　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温商接踵而至，逐渐形成庞大的温州军团，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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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占据厦门当地的五金、服装、眼镜、低压电器等行业，形成行业垄断。
就如今的情况来看，从文灶到后江埭一带，六七十家经营低压电器的商户一字排开，形成了颇具影响
力和市场规模的电器一条街，这条街也被厦门人称作“温州街”。
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尽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但是，众多温商既能在恶劣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又能赚得钵满盆盈。
温州商团散而不乱，散而有序，散中有规矩，散中有方圆，借用一句话就是“形散商神不散”。
　　纵观温商闯市场的模式，一些经济学家称赞温商有一套硬功夫。
而温商也像商场的幸运儿，出现在哪里，哪里便福星高照，商机无限，财源滚滚。
说温商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有些片面，温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能够把握市场，于平淡中见惊奇。
另外，就是独具温州特色的抱团经济，团队作战使温商在激烈的商战中占据“人和”的最大优势。
　　在温州，往往是一人出国刚立足，马上会带动一群老乡漂洋过海。
巴黎5万温州人大多是这样移民海外的。
曾有人这样描写温商：“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
皮鞋或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
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　　温商王剑ll岁随母亲到法国，现在27岁，经营皮包进出口贸易。
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法国。
如今，他在巴黎，两个姐姐长期驻温州和深圳，联手做外贸。
王剑调查巴黎的时尚流行皮包市场，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过去；姐姐们在温州和深圳迅速加工
生产，形成跨国商业网络。
这样的跨国生意，温商驾轻就熟。
　　现在温商的店已经延伸至巴黎郊区，环巴黎市郊的范围内，还分布着上千家温州餐馆。
温州移民光是在巴黎地区就高达15万人。
如今到欧美旅游，能说温州话说不定比英语还管用。
　　面对做工不要命的温商，商界老大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商，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
　　接着，温商又以高价买下周边所有的咖啡店、面包房、洗衣店等统统做服装批发。
一个200平方米的店铺卖到100万欧元的天价。
温商还引发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集体罢工抗议，原因是温商把店铺从小路开到大路、小街开上大街
，形成发散式集市。
这一下打破了法国人早上面包、下午咖啡的生活习惯。
法国人不干了：温商都卖衣服了，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啊？
　　有了资金积累之后，温商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
随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使温商的经营之路快速平稳。
　　如果说温商最初的“扎堆”还只是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属于无意识合作，那么近年来温商已经
从“扎堆”升级到了团队精神，开始有意识地联手出击。
　　就是这种抱团打天下的团队精神，使得温商到了哪里，都可谓战无不胜。
何况，从最初的“扎堆”版本升级到现在的“团队”版本，使得温商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如虎添翼。
对此，有的专家将温商这种聚集在一个行业共同发展的现象，曾戏称为“小狗经济”，意思是一群小
狗团结起来，能够战胜强大的对手。
将人喻作“狗”，温商自然不喜欢听，他们更愿意自称为“森林经济”——一片森林有大树，也有灌
木、小草，在生态上相互联系和支持，远比单打独斗更有活力。
这种说法似乎更妥帖。
难怪，一个外地商人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是用一根手指和他们的拳头在打架，自然招架不住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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