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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非常商道

何建成：公司明年要到香港创业板上市
身形高大、性情豪爽，打眼一

瞧，何建成就是一位地道的山东汉

子。如今，何建成在义乌、香港等地

拥有5家企业，从事纺织品、工艺品、

外贸、消防工程等，仅纺织品业务的

年产值就达到1 . 5亿元，消防工程的

业务量也在四五千万元。

“我还不算成功，只是一个创

业者。”生意做大了的何建成言辞

谦虚，他说义乌当地的富翁很多，

在街头小饭馆偶遇的一位老头，说

不定也拥有上亿的身家，相比很多

人来说，自己尚处于事业的起步阶

段。

作为较早一批来义乌“淘金”的

山东人，何建成的创业路充满了艰
辛。来义乌前，他曾在老家开过饭
店、煤饼厂，生意一直做得不理想。

听一位亲戚介绍，1997年，何建成两

次来义乌考察，当地浓厚的商业氛
围深深吸引了他。

拿定主意，何建成怀揣借来的

四千元钱只身闯荡义乌，他花掉了

一半的钱租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剩

下的钱买家具、安装电话和传真机，

勉强把公司开了起来。

初时，何建成只做中间贸易，比

如从广东贩卖剪刀，从中赚取差价，

淘到了第一桶金。1999年，何建成投

资4000元做了一个网站，在网上做

起国际贸易，很快揽到了几个客户。

2001年，何建成的进出口公司成立，

外贸生意越做越大。

“义乌市场环境好，客源、货源

充足，外商需要的东西，很容易就能

从市场上采购到，更重要的是，市场

上没有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现象，

当地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对外

来经营者也十分照顾。”何建成说，

他生意上的起色与义乌市场的繁荣

密不可分。

不安于只做贸易，200 5年 6

月，何建成在紧邻义乌的磐安注册
了一家服装加工企业，产品主要外

销，员工很快发展到300多人，成

为当地纺织行业的纳税大户。“当

时服装产业比较好做，多的时候，

我们一个集装箱赚了 7万元人民

币。”何建成回忆说，每当服装卖

掉、钱拿到手，他和朋友还要举办

聚会来庆贺。

市场瞬息万变，受汇率、成本等

因素影响，服装行业利润渐微，何建

成及时“转舵”，于2007年6月注册了

一家工艺品公司，加工布绒玩具、皮

革、手套、帽子、袜子等。2008年，何

建成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兄弟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把名下的服装、工艺
品企业进行改制。

除了加工和贸易，何建成还承

揽消防工程。“这个行业比较难做，

但是做好了利润可观”。去年，何建

成的消防工程公司承揽了四个工

程，有的项目还获得了政府部门颁

发的质量奖。

“明年下半年，我们尝试运作企

业到香港创业板上市，这个想法还

不是很成熟，不过如果成功的话，企

业将赢来绝佳的发展机遇。”何建成

坦露了自己的“雄心”。

在义乌经商十多年，何建成结

交了不少闯荡义乌的山东人，他

说：“山东人勤奋肯吃苦，没有靠祖
辈留传，多少人都是白手起家；山

东人的口碑、信誉更值得骄傲，这

也被义乌人和外地客商充分认可。

如果说缺点，那就是山东人性格有

些保守。”

作为老板，何建成手下也有不
少义乌籍的员工。“我的会计、厂管

都是义乌人，他们的信誉、敬业态度

让人敬佩，虽然是义乌人，却没有高
人一等的心态，在职业态度上，值得

咱山东人学习。”

王立强：“教书匠”外贸生意做到几个亿
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谈吐

举止文质彬彬，34岁的王立强看上

去不像一位商人，更像一位老师。

其实，他起初的身份就是一位老

师，初来义乌，也是来教学而非经

商。

“毕业后，我在济南一所中学

教英语，月工资一千多，后来义乌

一家私立学校聘我，月工资三千多

元，于是我2000年来到了义乌”。

来到义乌后，王立强白天在学校教

书，晚上就去给一些企业做翻译。

“初来乍到，我对国际贸易一
窍不通，通过翻译工作，逐渐知道

了国际贸易的规则，后来自己买书

学习，渐渐摸清了门道”。义乌兴旺

的商贸往来让王立强嗅到了商机，

一年后，他从学校辞职，与几个义
乌人合伙开了一家外贸公司，他们

代理的小商品种类比较杂，包括饰

品、小五金、工艺品、箱包、文具、包

装、渔具等。

岂料生意还没有做大，王立强

就遭受了沉重打击。由于意见分

歧，2004年，几个合伙人撤资，剩

下王立强一人孤军奋战，资金短缺

成为最大难题。当时接到一些公司

订单，需要资金垫付，王立强拿不
出钱，厂家不给发货，不得已退掉

了许多订单。“那时候比较绝望，感

觉坚持不下去了，甚至不想做了。”

王立强回忆说。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王立强

的一些埃及老客户找上门，帮他

解决了资金的难题，生意逐渐周

转起来。从 2 0 0 5年开始，王立强

的生意越做越好，没有了资金问
题，经营额稳步上升。王立强告诉

记者，他每年发往海外的商品多达
5 5 0 多个货柜，年营业额达到了

5000万美金，在义乌当地也算是中

等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不少外

贸企业遭遇寒冬，王立强的生意难

免受到冲击。危机过后，中低档产品

的利润低，很多小客户被淘汰掉了，

王立强改做中高档产品，虽然客户

数量有所减少，但是营业额却没有

下降。

“我感觉没有走错地方，义乌
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机会多、容易
起步，适合刚创业的人员，尤其是

刚毕业的大学生。”王立强说，一方

面得益于义乌浓厚的商业氛围，另

一方面也与当地政府支持密不可

分，义乌人不排外，他们欢迎外地

人来创业。

“南方人精明、能说会道，但是

山东人能吃苦、讲诚信，做起生意也
不比别人差。”作为在外打拼的山东

人，王立强说起家乡很自豪。王立强

说，下一步他想做实业，并且把厂子
放在山东老家，因为当地政府的政

策很好。

王占阁：小小十字绣，全国开出200多家店
“之前，我在老家跑货运，生意

不景气，就跑到义乌闯闯。”老家乐

陵的王占阁年龄只有30岁，可是来

义乌已有十年了。

2000年初到义乌，王占阁在一
家台湾人开办的饰品厂打工，从事

企业管理，也就是在这里，他积累了

饰品加工的经验。2002年，不满足于

做一个打工者的王占阁辞职，与一
位朋友合伙出资30万元开了一家饰

品厂，采取“前店后厂”的模式经营，

产品主打欧洲线。

“我生意起步恰逢外贸增长最
快的几年，那时候样品挂在店里，订

单量比较大，经常供不应求。”王占

阁说，当时在义乌做生意的门槛低，

一个店铺租金只要几万元，如今门

槛高了，一个店铺租金动辄百万。

由于注重产品开发创新，王占

阁接到的订单量稳步上升，产品远

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他

的“艺凡饰品”在圈里逐渐有了名

气，如今年营业额达到了4000多

万元。

近年来，受汇率波动、人民币升

值等因素影响，饰品外销生意愈加

难做，对于市场环境变化，王占阁有

着敏锐的感触。从2008年起，他开始

加工十字绣，一开始就坚持走品牌

路线。如今，王占阁创立的“爱人鸟”

品牌，在全国已有200多家连锁加盟

店。

王占阁是一个比较喜欢新鲜

事物的人，今年春节前后，他又发

现了数字油画这一新兴产品。王占

阁介绍，“所谓数字油画，就是把画

作格式化，然后填上数字、配上颜

色，拿着颜色对照色块，即便不会

画画的人，也能把梵高《向日葵》等

名作画出来。”作为新兴产品，数字
油画的利润相对较厚，一幅画可以
卖到120元左右，项目运作了八九

个月，王占阁的产品已经在北京、

天津等地闯开了销路，今年的销售
有望能达到七八百万元。

“作为追求利润的商人，就要追
求一些新鲜的、刚起步的东西，当别

人跟着你走的时候，就会很有成就
感。”王占阁说。

来义乌十年，王占阁与当地人

很好的融合，“我敬佩当地人做生

意的风格，他们不排斥老乡、外地

人，大家一起做生意，生意做得越

大越好，因为市场是谁也控制不了

的，在这一方面，咱山东人需要向

他们学习。”

闯义乌的山东人
文/片 本报记者 桑海波

【人物档案】

王立强 男 34岁

籍贯：山东齐河

到义乌时间：2000年

经营范围：工艺品进出口

业务

【人物档案】

何建成 男

籍贯：山东梁山

到义乌时间：1997年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纺织

品、工艺品、消防工程

【人物档案】

王占阁 男 30岁

籍贯：山东乐陵

到义乌时间：2000年

经营范围：十字绣等工艺品

加工销售

从鸡毛换糖、摇着拨

浪鼓走街串巷的担货郎，

到建成号称“买卖天下”

的小商品市场，自古以来

就有着浓厚的经商氛围

的义乌，吸引着各地人纷

纷来此淘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起，一批又一批山东人陆

续来到义乌闯荡。如今，

在义乌经商的山东人已

达3万多，他们靠着吃苦

耐劳、讲究诚信的鲁商精

神，不断学习南方人的经

商思维和技巧，逐渐开创

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2010年11月，义乌

市山东商会成立，众人合

力，山东商人又要在义乌

这片土地上书写新的创

富故事。

山东人靠能吃苦、诚

信等品质，在义乌打开一片

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