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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培养商人气质、品质和能力的角度来阐述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起码是合格的商人。
本书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根据一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结合中国国情，总结出成功商人应该具
备的18个品质和能力。
它有助于帮助企业家们或准企业家们调整心态，有的放矢地培养能力、修正不足，最终从平庸走向杰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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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同国，男，1972年生人，人大MBA毕业。
曾为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多家中企业做过企业咨询、培训，现为某大型国企管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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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诫　大梦我先觉——在政策中捕捉商机　　要想把握经济命脉，必须关注政局。
了解政治局势的途径很多，新闻、报纸、网络，甚至是与某人的一席谈话，均可能包含着某种商机。
没有特殊门路的中国商入同样可以将政策作为最佳晴雨表。
　　一、政策是一根播撒财富的魔棒　　自古以来，政治与经济便是一对紧密相连的孪生儿。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所做的重大政治决策，或者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会对商业产生深
远的影响。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成为企业主；市场准入制让许多有眼
光的民营企业家进入原来无法企及的投资禁区⋯⋯对一般人来说，一项新的政策只不过是一些或被关
心或不被关心的新闻，而对优秀的商人来说，这些政策中则隐藏着无限的商机。
一些既没有雄厚资本、也没有强硬靠山的“草根”商人，就是凭借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的能力而成长
为“大树”，进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营奇迹的。
　　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1995年度中国十大富豪之首的亿万富翁、福海实业集团的老总罗忠福
将自己发家的“秘密”归结为：领先政策赚钱。
他说：“要说我有过入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　　政策是投资的风向标　　犹太人的商法中有一个观点：“政治影响商业，政治家的活动也影响
商业，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商人往往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中国商人同样应该信奉这一商法观点。
因为，政治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国家或地方某项政策的出台或废止总会带来巨大的商机，政策是商人
们投资的风向标。
　　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作为一个企业，政治应该是天，天气好的话，出太
阳了，被子霉了可以晒晒呀！
外面刮风下大雨，你却拿被子出去，肯定不合时宜嘛。
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总结正泰的发展之路时，南存辉认为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
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
因此，南存辉对于政策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策非常敏感。
他一直强调，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下面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反映出南存辉的这种政治敏感。
　　正泰集团在柳市的总部大楼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盖的。
在此之前，尽管南存辉有盖楼的实力，也有盖楼的想法，但是他没有胆量去那样做——即使在温州，
这种做法在当时也显得太招摇了。
他甚至不敢跟人谈起自己赚了多少钱。
“南巡”讲话给南存辉吃了颗定心丸。
正泰的大楼很快盖起来了，虽然不高，但在当时，是这里最气派的一栋大楼。
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泰大楼的颜色是很少见的红色。
正泰的员工说，南总最中意的颜色其实是蓝色，但南总当时显然有自己的考虑，或者说有自己的担心
。
到了1996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终于让南存辉觉得自己的担心显得多余，经过董事会的决定，
正泰把大楼的颜色改了过来，改成了蓝色。
今天去正泰的人会发现，无论是在办公楼还是在工业区，蓝色触目可见：商标是蓝色的，许多产品是
蓝色的，员工的工作服也是蓝色的。
甚至一些正泰员工的名片上也有一半是没有文字的蓝色图案。
　　其实不独南存辉对政治有着独特的敏感和认识，懂得从时局中捕捉商机的商人不乏其人。
想当年，“中国恢复高考”、“香港回归”、“江主席访美”等一系列事件出现时，一般人很难将这
样的重要政治事件与经商联系起来，但是，在一个不论将中国地图如何放大都找不到的江南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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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金乡，却有人将它们实实在在地联在了一起。
　　1979年的一天，金乡一位姓叶的小五金商人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国内恢复高考”的消息，颇具商
业嗅觉的他意识到其中存在巨大的财富。
不久，一份份合同从这个小乡村飞往全国各大高校，校徽成了这位叶老兄的生财之道，全国最大的铝
塑标识市场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金乡人的徽标越做越大，生意甚至做到联合国，做到五角大楼。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美，他们又通过当地的侨领将江主席访美的纪念币生意揽回金乡，
使金乡人财源滚滚⋯⋯　　对懂得利用政策的商人来说，他们不指望国家给他们投多少钱，只要给他
们政策就行了。
　　值得指出的是，一个企业壮大的过程，往往是企业开放的过程。
因为没有开放，企业就没有活水，也就不能成流。
特别是民营企业，只有当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束缚越来越小，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越来越开明，使他
们有真正的安全感时，他们才愿意从幕后走出来。
而这种环境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政策，而政治往往是政策的晴雨表。
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企业关心政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不过，作为商人，或者说作为企业家，关心政治应该是为了清楚并准确地理解政策，然而把握企业的
发展方向，而不应该是出于其他目的。
　　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与其说是成功商人的一种性格，还不如说是成功商人在政策面前
的充分准备。
他们决不会坐等国家各项政策的出台，而是会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去感知即将出台的政策，或是以自身
的行动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用好、用足政策是成功商人最大的经营本领，在政策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从中找出可以利用的地
方，甚至是“钻政策的空子”。
股份合作制的建立就是典型的案例。
　　这个伟大的创意是温州人发明的。
在此之前，私人产权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与“国营”、“集体”等所有制成分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
当经济学家们为“国营”和“私营”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时，聪明的温州人为了在现有制度约束条件下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风险，创新出了“既非私、又非公”的“股份合作制”。
这种制度的机理颇值得玩味：在以“合作”为代价确保不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又从“股份”
上名正言顺地获得自身利益。
关于“国营”、“私营”问题，经济学家们讨论了几十年，温州入也在政治与经济的边际上收获了几
十年。
　　多关心政策，早嗅出危机　　一般说来，当政策发生调整、出现经济波动时，商界首当其冲要受
到冲击。
一些“只顾埋头赚钱、不顾天气变化”的商人就是因为对政策的感觉迟钝而经历了“滑铁卢”般的覆
灭。
这颇有点像股市．被套住的往往是对股市变化反应迟钝的人。
对政策保持敏锐的嗅觉，在这点上，号称“天下第一商帮”的浙江商人表现非常出色。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都具有这种非凡的能力。
有人研究浙商的发展轨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逢全国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时，浙江经济往往是
一枝独秀，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发展得比其他地方要好。
无论是当年的“泡沫经济”和“软着陆”，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SARS”危机，都无一例外地
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主要得益于浙江商人较多地关心政治，能够较早地从政策和时局中“嗅出”危机的征兆。
敏锐的观察力和异常灵敏的政治嗅觉，以及能够对宏观形势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使浙江商人“呛
水”的几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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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8年以来，温州人集体买房的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们从自家门口买到临近的杭州和上海，从经济发达地区买到不发达地区，又从省会城市买到地级城
市，甚至县级城市。
温州购房团所到之处总能掀起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业的波澜。
由于一些城市出现的过高房价使绝大多数的买房人难以忍受和承担，于是各地开始封杀温州炒房团，
中央政府也出台了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此时便有媒体称，温州人“炒房炒成了房东”。
事实真是如此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以上海为例，随着上海房价的步步走高，楼市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到了2004年底很多商业嗅觉敏
锐的温州炒房客就已经开始从上海楼市撤退了，到了2005年3月楼市新政前最疯狂的时期，大量的温州
炒房者已经离开上海。
所以，当2005年5、6月国家出台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投机行为时，并没有对浙江的炒房团产生多
大的影响——因为政策早有征兆，关注政策的温卅人早有准备，他们早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投资对象
，将目光瞄准其他“有利可图而又尚无政策限制”的领域。
　　时刻关注时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只有拥有了这样的本领。
才能成就财富传奇。
　　二、新闻：盛载商机的百宝箱　　许多企业家对政治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任正非就曾经告诫华为的新员工：要关心时事，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
当今时代，谁善于收集信息，谁善于开发有价值的信息，谁就掌握了商战主动权。
要做大生意就要从国家大事中找信息，国家的政治外交，甚至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蕴含着赚钱的
机遇。
问题是，信息从何而来？
　　对于普通商人来说，答案是：常见的媒体。
精明的商人可以从中洞悉国家政策：想知道国家最新政策，他们会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想知道地方最
新政策，他们会关注地方台新闻联播。
除此之外，无论是党报、行业报，还是经济类报刊，每天都快捷高效地向读者传递着各种政策信息、
市场行情、经济分析、供求消息等等，只要留心阅读都会给企业决策和发展带来机遇。
　　在中韩建交前夕，中韩高层领导频繁接触，相关新闻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中。
南方一位精明的企业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预计中韩两国建交在即，于是在离韩国较近的胶东半岛购
置了大量地产。
中韩建交后，他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大赚了一笔。
　　前两年，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新闻见诸各大媒体，搞得有声有色，这是环境保护法出台的前奏，
得此消息的人何止万千，但浙江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尚未开发和占领的市场——
环保产品市场。
他及时调整该厂的产品结构，开发环保产品。
环保法在全国实施后，当各地的厂家还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调整产品结构的方案时，该厂早已开发出一
体化净水机、自来水压力过滤器等新产品，从而在环保产品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三、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动　　新闻里蕴涵商机，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许多商人都明白，但
是有些人能抓住机会，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些人却坐失良机，原因何在？
因为，在新闻、信息和机会面前，成功者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动”。
　　——欧元刚刚启用，十万只专为新欧元特型纸币准备的钱包就已被一些商人带到了欧洲；　　—
—伊拉克的战争还没结束，人们的目光还集中在谁是最后的胜利者之时，已经有人在伊拉克的大门口
排起长队，翘首以待伊拉克重建带来的商机；　　——由中国做东道主的第三次朝核“六方会谈”刚
刚结束，一些中国商人的身影就已活跃在朝鲜这个充满种种悬念的半岛上；　　——雅典奥组委还在
为场馆建设问题头疼时，就已经有人做起了制造雅典奥运会会徽的奥运生意：　　这些商人敏锐的眼
光和快捷的行动不能不让人佩服：面对同样的信息，当别人还懵懵懂懂时，他们已经看到了商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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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也看到商机时，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当别人也去关注时，他们已经开始研究；当别人也开始去研
究时，他们已经有了成果；当别人也出了成果时，他们又开始发现、研究新的问题。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把握不住的机会不是机会，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成功的商人往往更善于把握和利用商机。
他们能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市场意识。
在有机会的地方抓住机会，在没有机会的地方创造机会。
　　成功商人的政治“嗅觉”和经济“嗅觉”往往比别人灵，他们的行动也往往比别人快。
在机会面前，他们绝不会缩手缩脚、畏头畏尾、裹足不前。
发现了机会，就要马上做出决策；决策一旦形成就要立即进入高速、高效的行动。
这种快速反应的决策机制、迅速行动的执行能力，是成功商人制胜商场的突出竞争力。
　　据说，做电表和空调起家的奥克斯集团在他们的办公自动化系统里，严格设定了每个人处理事务
的流程和时限，并进行效率考核。
即使是企业老总本人批阅文件延误了一天，也会被系统自动罚款。
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从航空一路做到乳品，一个深刻体会就是“人家慢走，我要快跑，这样才能不
落后”。
波导公司的徐立华在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则强调企业的策略是“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
水那样，10度、20度地慢慢来，因为没有人给你时间。
”　　四、用鹰隼一样的眼光看信息　　发现机会是所有商人必备的能力，所以并不稀奇，真正稀奇
的是能从新闻中发现真正有用的商机。
　　好的商人必须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要有洞察形势和理解方针政策的能力。
在正确解读政策的同时，抢先一步上台阶是新派商人的新打法。
具有这种素质，不但要求商人能从政策中发现人人能看到的商机，还要善于放大起初很微弱、甚至听
不到的声音。
这一点在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和宏一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强的身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1996年，华立集团西进兼并了西部地区最大的电能表生产基地——重庆电能表厂，当时还没有“
西部开发”一说。
汪力成此举的灵感来源于当时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民工潮的新闻，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东西部差异
虽大，但国家发展不会允许长期不平衡发展。
同时他还注意到中央领导的一段话：“重庆人民为三峡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中央不会让你们
承受更大的损失。
”这条信息让汪力成预感到西部的发展前景，于是他在西部落下了重要的一粒棋。
如今，当年这一着棋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益。
他的一句话很适合为此举做注脚，他说：“企业家的预见能力其实就是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
”　　沈国强是另一位善于从纷繁处发现商机的成功商人。
　　2002年年底，他收到一封差点被秘书删掉的电子邮件。
原来，宏一的一位经销商的父亲在欧盟工作，曾参与起草了两个与环保有关的指令，经销商随手就把
这两个草案的部分内容发给了沈国强。
经销商的无心之举却让沈国强警觉起来，他认为欧洲人不可能无缘无故起草这两个草案，今后一定会
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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