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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信息从四面八方涌入农

村，农民被泛滥的信息所包围，信息给农民带来前所未有的

机会。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拥有信息就拥有财富，拥

有信息就占据优势，信息是一柄双刃剑: 真实的信息可以帮

助农民开创事业、实现致富，虚假的信息会使农民遭受损

失。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应该对信息进行整合，

过滤虚假信息，识别错误信息，向农民发布准确完整的信

息; 另一方面，就农民而言，身处学习型社会，也应该不断

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培养识别和收集有效信息的敏感性，

以适应日益发展的信息社会。

农民应该如何辨识这些信息，从中寻找开创自己事业的

良机? 本册书主要选编了 35 个案例，并进行了点评。案例

从正反两个方面向大家展示了: 信息闭塞给企业、个人带来

的沉重损失和教训; 而谨慎分析市场信息的人，如何白手起

家，成了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创业典范。希望借此给读者朋友

一些启发和收获。

在此向本书所选编的 35 个案例的作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创作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 年 5 月 6 日



书书书

目 录

信息闭塞致富心切 传销变脸祸害西部农民 ( 1 )………
信息闭塞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 2 )…………………
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难觅农民工 ( 5 )………………………
山东省东阿阿胶、兰陵集团遗憾无缘“老字号” ( 6 )…
海南椰子片类产品面临难题 ( 8 )…………………………
造圆珠笔一年赚回 28 亿 ( 10 )………………………………
网络改变原来信息闭塞的中国农民生活 ( 15 )……………
福建雪橙 1. 2 元 /千克无人买 ( 17 )…………………………
中餐西做 大娘水饺连锁记 ( 20 )…………………………
贵州上万斤水果白白烂掉 ( 21 )……………………………
商标怎一个“抢”字了得 ( 22 )……………………………
从 100 元到千万资产的创业之路 ( 31 )……………………
信息渗透 开拓农村市场 ( 36 )……………………………
“小倒爷”创业 开拓校园经济市场 ( 43 )…………………
“信用资源”助纣为虐 ( 48 )…………………………………
先找婆家后嫁女，既当红娘又当妈 ( 51 )…………………
绝妙创意赚到惊人财富 ( 54 )………………………………
80 年代的青蛙 5 个小老板创业故事 ( 57 )………………
32 元卖柚子起家的创业者 ( 66 )……………………………
从贫苦茶贩到百万茶王 ( 71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生意大智慧: 从赔钱开始的合作 ( 74 )…………………
变形金刚专卖 ( 76 )…………………………………………
七个研究生创业 ( 79 )………………………………………
勇于搏击商海的弄潮儿 ( 83 )………………………………
成就亿万富翁创业梦的打工仔 ( 85 )………………………
打造民族服装品牌的掌门人 ( 89 )…………………………
带动农民致富的苗木人 ( 91 )………………………………
中国肉制品行业的领跑者 ( 93 )……………………………
广告创意产业的开拓者 ( 95 )………………………………
一对“80 后”的现代农业生活 ( 97 )………………………
一个回形针换回一套房子 ( 101)……………………………
大富翁箴言: 做生意就是要做无本生意 ( 104)……………
人越往外走 钱越往里流 ( 106)……………………………
不走寻常路 ( 108)……………………………………………
温州商人创业风格之神奇的拼抢速度 ( 109)………………



信息闭塞致富心切 传销变脸祸害西部农民

2006 年 7 月 10 日随着各级政府对非法传销打击力度加

大，一些非法传销机构开始改头换面、频频 “变脸”，将黑

手伸向了西部农村。当许多致富心切且又信息闭塞的贫困农

民遭遇诸如“人际网络”“入户网卡”之类新名词时，往往

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祸及家人邻里。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贫困农妇丁雪梅一人拖着两个年

幼的孩子艰难过活，两间破土房的家已是一贫如洗，而丈夫

康伏海一年多前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拿钱去了广西

后就再没回来。
丁雪梅说，叔叔在广西一家叫做深圳什么公司的大型

“人际网络集团”里做生意，一个月可以挣五六万元，丈夫

是在他那里做事。
同村村民丁玉忠曾与康伏海在广西共事。去年 8 月，他

费尽周折从这家 “公司”逃回来。个头将近 1. 8 米的他体

重只剩下不到 45 千克，瘦得连他自己的父母都认不出来。
当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丁雪梅，并称这家 “公司”其

实是非法传销组织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丁雪梅却振振有

词地向记者解释说: “我老公他们搞的不是传销，是现在最

流行的网络公司。电视上不是也在说 21 世纪是网络经济时

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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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网络”这个新名词让她心底踏实: “我老公才去

了一年多，听他讲现在还只是投入阶段，等人际网络全部建

立起来后，就会几万倍地赚回来呢!”
( 选自新浪网 2006 年 7 月 10 日)

点评: 偏远地区的农民，因为长期的信息闭塞身陷贫

困。可是，在信息时代，更重要的已经不是让他们去接触信

息，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去选择信息。初接触海量的信息之

后，他们对一些新名词盲目崇拜和相信，如 “人际网络”
之类在他们眼中好像是雾里看花，很容易轻信。非法传销组

织便利用农民的盲目信任心理设计出用 “高科技”新名词

包装的种种骗局。有的非法传销组织还打出 “扶贫济困”
幌子诱骗农民上当。因此对于偏远地区的政府来说，目前最

重要的不是将偏远地区联入网络就完成了任务，而是必须加

大农村地区的基础培训，使农民在现代社会的海量信息前

面，可以进行正确的选择，这一点尤其重要。

信息闭塞导致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2007 年，在各地猪肉价格飞涨的同时，海南香蕉价格

却持续暴跌。人民日报记者在徐闻县龙塘镇香蕉交易市场了

解到，目前最好的香蕉每千克仅售 0. 4 元。差一点的，每

500 克价格只能卖上 3 分钱。而去年同期的香蕉甚至卖到了

一千克 3. 2 元，今年 3 月 20 日之前也曾卖到了每千克 3 元。
有的蕉农把成熟的香蕉当成猪料喂猪。有的蕉农干脆让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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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蕉烂在蕉园里，这样可少赔收获后上市的工钱。
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香蕉价下跌，其暴露出来的风险化

解机制的缺位，都使得农民自己不得不无奈地承担全部损

失，这必然会损害到相关农产品价格的供应平衡，进而给公

众利益带来伤害。猪肉今年大幅涨价，源于去年许多地方养

猪农户大面积亏损，由于没有一种机制来分担风险，所有的

风险都由农民自己承担，许多人不敢再继续养猪，这导致生

猪供应量的骤然减少，许多地方饱受肉价上涨之苦。可以想

象，今年的香蕉大幅下跌引发的亏损效应，将使农民种植香

蕉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明年香蕉涨价的局面将难以避免。
猪肉涨价和香蕉下跌，都暴露出农民对市场信息一无所

知的弊端，这既是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根源，也是农民最

大的风险所在。倘若农民提前能够了解到相关市场信息，依

据这种信息来指导自己的种植和养殖选择，那么，他们就能

和市场保持大致相同的节拍，既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也

基本上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比如，当前年养猪户增多的

时候，倘若一部分农户知道这一信息，就有可能主动退出转

而进行其他投资，以规避风险。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却缺少这样一种信息搜集和传播机

制，本来就分散的农户处在一种孤立的状态，各自凭借自己

的经验和对市场的感觉来决定种植和养殖的品种，等于将其

与市场的真实需求完全割裂开来。而在发达国家，尽管农民

集约化发展已经多年，政府依然在市场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尽可能地为农民提供最接近市场真实

的参照。
为了确保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客观、公正，美国政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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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授权形式，将农产品市场信息搜集、发布工作纳入美国

农业部的政府职能，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农产品市场信息调查

和搜集的年度预算达到 2200 万美元，按品种分为牲畜和种

子、蔬菜和水果、棉花、奶类、家禽、烟草等 6 个项目，由

农业部农产品销售局相应的 6 个处分别执行。全国各地市场

新闻办公室将每天搜集、整理的信息报送美国农业部总部，

同时，直接将这些信息在 1nternet 上发布，以确保信息的时

效性，提高使用效率，这使得各地的农业经营者有了一个明

确而具体的决策参考。
由于相关信息是由美国政府搜集和发布的，排除了相关

利益集团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干扰市场，人为制造风险的可能

性。而我国海南香蕉价格此次大跌，就与相关虚假信息的传

播密切相关。有媒体报道说，香蕉大面积感染了巴拿马病

毒，这种谣言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吃香蕉会得癌症而拒买，海

南香蕉销量急剧下降，价格猛跌。
面对谣言，当地政府却保持着沉默，直到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郑服丛教授站出来进

行澄清，谣言才渐渐散去，但是，此时已经错过最佳良机。
原来，得“巴拿马病”的香蕉植株在结果前就已经死亡，

即使能结果，其果实也很小，根本不能成为商品果。反过来

推理，海南品质优良的香蕉根本不可能感染 “巴拿马病

毒”。倘若政府及时地找农业专家询问，并及时地将信息发

布出来，香蕉每 500 克售价 3 分钱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 选自《上海证券报》2007 年 6 月 11 日)

点评: 信息闭塞使得农民无法把握市场，而信息的不畅

通又为谣言提供了土壤，政府应当吸取这些教训，尽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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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息搜集和发布机制，以化解由于信息梗阻而导致的农业

风险，避免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

增加更多保障。

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难觅农民工

2008 年 2 月 27 日，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市场开始连

续三天开设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但从 27 日上午的招聘情况

来看，来的农民工并不多，500 多位求职者中，真正来自农

村的农民工只有 20% 左右，更多的还是城市里的求职者。
为数不多的农民工成了会场的 “香饽饽”。两位来自安徽在

烟台工作一年的女孩一露面，就被几家服装厂的招聘人员围

住，但女孩们的回答都是先看看再说。
栖霞一家木业公司负责招聘工作的赵曜先生说，近几年

农民工一直都不好招。以前他们厂的工人都是附近的村民，

但 2007 年栖霞苹果卖了好价钱，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来工

厂打工的也就不多了，200 多人的工厂人员缺口达到了 30%
左右。年后他经常参加烟台市区两级的招聘会，但招聘的效

果都不理想，来求职的多是市区的，真正的农民工也多是在

当地干了一段时间后跳槽的，要求的条件比较高。
对于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难觅农民工，人力资源市场工作

人员说，现在的新农民工多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找工作，已

形成有序流动，而多数农民工不看报纸、不上网，也不主动

找劳动部门，获得招工信息的渠道比较 少，找 工 作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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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
( 选自《齐鲁晚报》2008 年 2 月 28 日)

点评: 一方面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应该多方了解信

息，拓宽自己的求职渠道，赢得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招

聘会的举办方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将招聘信息宣传到村，不

要简单的认为发广告、登报纸、网上公布就尽到了告知义

务，而是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山东省东阿阿胶、兰陵集团遗憾无缘“老字号”

2006 年 12 月 20 日，国家商务部在北京给首届 434 家

“中华老字号”授牌。但山东省具有两千年阿胶生产历史的

东阿阿胶和有着三千多年酿酒历史的兰陵集团等众多企业，

却没有入围首届 “中华老字号”榜单。记者采访发现，没

有入围的原因不是企业资格不够，竟然是企业没有接到相关

通知，不知道这件事。
作为商业流通领域含金量最高的招牌之一，国家商务部

认定的首届“中华老字号”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昨

天国家授牌的首批 434 家 “中华老字号”中，山东省共有

36 家企业上榜。张裕、青岛啤酒、大观园、聚丰德、又一

村、周村烧饼、微山湖水产等众多企业榜上有名。而东阿阿

胶和兰陵集团这些久负盛名的企业，竟然榜上无名。
为何这些实力型品牌企业没能入选首届 “中华老字号”

呢? 东阿阿胶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都是 ‘耳背’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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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东阿阿胶作为全国最大的阿胶生产企业，阿胶年产量

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75% 和 90% 以上， “东阿”牌阿胶

在全国阿胶生产厂家中具备四个 “唯一”: 唯一三次荣获国

家金质奖、唯一获得传统药 “长城”国际金奖、唯一三次

入围“中国五百最具价值品牌”、唯一被评为全国用户满意

产品。此外，东阿阿胶通过了国家原产地保护注册， “东

阿”牌商标还是中国驰名商标。这些硬标准在全国应该是

独一无二的，东阿阿胶还曾被国家内贸部和行业协会两次认

定为“中华老字号”。
东阿阿胶集团的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主管部门规定

上报材料的时间内，集团没有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也

没有对网上的信息进行辨别，因此错失了申报资格，等听到

消息以后，申报工作已经结束。而与东阿阿胶同行业的福牌

阿胶，在首届“中华老字号”认定中上榜。
据山东省经贸委流通处负责人介绍，山东省上榜 “中

华老字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
淄博、德州等地。历史文化底蕴同样丰厚的临沂、枣庄、聊

城等地，竟然交了“白卷”。像东阿阿胶、兰陵美酒这样完

全满足 “老字号”申报条件的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错失

了首届申报机会，确实很可惜。企业没有收到申报通知，与

部分市对“老字号”申报工作不重视有关，有的市则是因

为机构职能变更而耽误了企业申报。
东阿阿胶集团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企业已着手准备第

二届“中华老字号”申报材料，全力弥补损失。
( 选自《齐鲁晚报》2006 年 12 月 21 日)

点评: 信息闭塞会使企业错失良机，在信息社会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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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应该只是等待职能部门的通知，应该学会主动收集和利

用相关信息，这样才能抢占先机，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发展

机会。

海南椰子片类产品面临难题

2005 年 5 月 16 日，三亚追回大部分二氧化硫超标食

品; 海口急查市场，全部追回 “椰子郎”等公司二氧化硫

超标食品。
椰子角、椰子片是海南的传统特产，一直受到岛内外广

大消费者的广泛欢迎。然而，近日海南多个品牌的椰子角、
椰子片类产品被曝出二氧化硫超标，绝大多数椰子角、椰子

片类产品 ( 也包括一些未被曝光的品牌) 纷纷撤架。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十几年来，海南椰子加工企

业生产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时，采取的都是大致相同的传

统工艺。第一步，将新鲜椰肉取出，切成所需的形状后清洗

待用。第二步，将洗好的椰块放入食品级焦亚硫酸钠溶液中

稍稍浸泡一下，以达到保鲜、漂白的目的。第三步，将浸泡

过的椰块取出清洗。第四步，分几次用不同浓度的糖浆浸煮

洗好的椰块，以达到适当的甜度。第五步，把煮好的椰块烘

干，制成成品。
现在，之所以椰子角、椰子片会出现二氧化硫超标的情

况，问题就出在加工的第二步上。食品级焦亚硫酸钠是国家

明文规定允许在蜜饯食品 ( 椰子角、椰子片以往都被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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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蜜饯食品) 中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主要起保鲜、漂

白作用，其残留物为二氧化硫。
国家对于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有着明确的规

定。2004 年 5 月 1 日以前，国家执行的是 GB14884 － 1994
标准，该标准要求每千克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大

于 2 克。海南各企业一直都是按照这一标准生产加工椰子

角、椰子片类产品的，传统工艺也可以达到这一要求。
2004 年 5 月 1 日，国家开始执行新标准，即 GB 14884 －

2003 标准。新标准要求每千克蜜饯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

不得大于 0. 05 克，比旧标准的要求提高了 40 倍。参照这一

标准，按老工艺生产加工出的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便全部

都是不合格产品。目前存在的二氧化硫超标问题就这样出

现了。
人们不禁要问，新标准执行已有一年之久，海南的椰子

加工企业为什么还在按旧标准生产呢? 其实是信息不灵让这

些企业吃了大亏。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一问

题。在质监部门的牵头下，目前文昌等地的椰子加工企业已

经开始寻求解决的办法。只有主管部门、各生产企业和有关

专家共同努力、联合攻关，尽快研发出新工艺，才能让海南

椰子角、椰子片类产品继续“走”下去。
( 选自《南国都市报》2005 年 5 月 16 日)

点评: 国家产品质量标准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准则，在本

例中我们发现对于这一准则的变更，企业的反映如此不敏

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信息闭塞，另一方面是执法

部门执法不严惹的祸，最终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紧跟

时代步伐是企业存在下去的基础，闭门造车只会被市场所淘汰。
·9·



造圆珠笔一年赚回 28 亿

一个仅有 4 万余人的山区小镇，全年工业生产总值竟高

达 45 亿元。
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乡僻壤，靠一个个家庭

作坊式企业打拼，竟创造出 “为全世界每人造一支笔”的

奇迹。
出杭州城往西南，走完 60 千米的杭 ( 杭州) 千 ( 千岛

湖) 高速公路，就到了宋朝诗人笔下的 “潇洒桐庐”; 出桐

庐县 城 再 往 西 30 千 米，就 到 了 “中 国 制 笔 第 一 乡”分

水镇。
看着眼前的繁华，你很难想到，在 8 年前，这里与国内

很多山区边陲小镇几乎无区别: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土地

贫瘠，没有矿产资源……然而，依靠家庭小作坊、拖拉机和

人力车，分水人不仅实现了脱贫致富，还创造出了一种后来

被理论界称为“块状经济”的发展模式。杭州市政府因此

叫响了一个口号: “县市学萧山，乡镇学分水。”
2008 年 3 月 4 日，汽车刚入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境内，

一块硕大的灯箱广告映入眼帘: “欢迎来到中国制笔第一

镇。”公路两侧，挂着各种招牌的制笔厂不断扑面而来。很

多普通小楼，远看是住宅，近看才发现房前还挂着一块招

牌: 某某制笔厂。
最初发展制笔业还要追溯到 1977 年，杭州圆珠笔厂一

对职工夫妇到分水镇探望当知青的孩子时，偶然发现当地用

做柴火烧的小毛竹竿很适合做圆珠笔杆。在他们的提议下，

·01·



儒桥村办起了第一家制笔厂。
如今，分水制笔已从最初一家一户的零星小作坊，逐步

发展为遍地开花的 “块状经济”。截至 2007 年底，制笔企

业达到 600 多家，配套企业 300 多家，制笔机 6000 多台，

产销各类塑料笔达到 65 亿支，实现销售产值 28 亿元。
分水很多制笔厂报价 0. 50 元的圆珠笔，每支毛利仅几

分钱。据说，早些年很多外地官员到分水镇考察，当他们听

说每支笔不过是分厘效益时，都不禁心凉半截。但分水人的

看法是: 不要瞧不起几分钱的利润，只要咬住小产品做大、
盯住大产业做细，就会形成局部优势，成为富民、富村的

法宝。
分水制笔有一条令人叹为观止的细分产业链。张家专门

生产弹簧，李家专攻生产笔尖，王家专门生产模具……就是

这样一条微利产业链条，聚集成了一个年产值 20 多亿元的

大产业。各 种 档 次 的 圆 珠 笔、水 笔、中 性 笔，三 大 类 共

2000 多个品种，还催生了上百家原料供应商、制模企业和

贸易公司。
经过多年打拼，分水 “中国制笔之乡”名声鹊起。农

民人均收入从几百元增加到去年底的 8061 元; 同期财政收

入从几百万元增加到 7300 万元。
制笔厂老板的腰包鼓起来了，部分人开始盖楼房、购轿

车，甚至每个季度都外出旅游度假。
“这可不是个好苗头!”分水镇党委、政府意识到镇区

经济发展已经到了 “十字路口”———不破除 “小富即安、
小进则满”的观念，分水镇的再发展就无从谈起。分水开

始有意识地组织企业主到温州、义乌等地考察，他们反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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