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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岭的大街小巷，“古茗”奶
茶店很常见，也许很多人都喝过他家
的奶茶，但肯定不知道，这家奶茶店
的老板就来自大溪。而且他只花了 8
年时间，就在全国各地开了 1800 多
家门店。

一家奶茶店为何能发展这么快？
古茗的创始人王云安来到论坛现场，
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

王云安生于 1986 年，但大家都
习惯叫他“老王”。他毕业于浙江理
工大学，学的是材料科学专业。但对
于这个专业，他好像并不感冒。

可能温岭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创业
的基因，大学里，老王靠卖收音机，
攒下30多万元的创业资本。“我最难
忘的是大学时赚了 6000 元，和合伙
人在宿舍里你 100 元我 100 元分钱，
对面坐着的就是曾经不看好我们生意
的室友。”老王说，这让他有点嘚瑟。

大学毕业后，老王回到大溪，寻
找创业机会。在考察过后，他和合伙
人开了第一家古茗奶茶店。30平方米
的店面，和普通奶茶店无异。没有配
方，老王就靠自己的味觉一杯杯开发
新品类。一次尝个100毫升，一天尝几
十次，他的胃每天都被奶茶撑满了。

但老王喜欢这样的状态。“每个
人成功的原因都不一样，我的第一驱
动力是兴趣。我喜欢每天到处奔波，
喜欢每天和同事讨论，熬夜熬到凌晨
三四时，虽然累，但是收获很多。”
他说，对创业者来说，努力和吃苦根
本不值得一提。

让老王无奈的是，第一年，古茗
处于亏损状态。古茗的第一家加盟
店，还是他想尽办法留下来的，光店
面就找了 2 个月，装修几乎由他包
办。“这个加盟商觉得我很靠谱，到
处帮我推荐。早期的加盟商就是靠着
这样的口口相传吸引过来的。”

在老王看来，古茗能够度过瓶颈
期，靠的是以诚为本。“比如说，我
们的杯子是按重量算的。有人就给我
提了个建议，说一个杯子 9 克，但
8.8 克和 9 克在手感上并不会有大区
别，我们可以用 8.8克，成本会省很
多。但如果今天用了 8.8克，明天就
可能用8.6克、8.4克，底线会一步一
步倒退，不能这样，所以我拒绝了这
个提议。”在包装袋的选择上，他也
决不允许偷工减料。“早期和一些塑
料生产企业合作过，我们谈好 4.5角
一个，我可以再加2分，只要他们不
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只要发现一次，
就不会和他们合作了。但后来还是出
现了这样的事，所以我拒绝再和他们
合作。”

“古茗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断创新。”老王对
创新的理解就是变化，“有很多人会
把一线城市的经验直接借鉴过来，但
因为市场不同，这种借鉴有时反而拖
了企业发展的后腿。真正的创新应该
根据实际市场的变化去变化，迎合市
场的未来以及当下的发展。只要企业
在变化，就不会‘阵亡’。而且，不
要怕失败，想到什么就去尝试，只有
这样，才能知道这个想法正不正确，
值不值得推广。”

老王拿古茗的一款经典产品来佐
证了他的这番话。“一杯柠檬茶，我
花了5年时间去寻找合适的柠檬，越
南、泰国、缅甸⋯⋯不同产区一个一
个去试。如今，我对柠檬熟悉到一喝
就能知道这个柠檬来自哪里，品质如
何。只有这样不断尝试，不断突破，
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口味。”

8年1800多家门店
古茗怎样缔造

奶茶王国？
从银行卡里只剩 4000 元，到如

今营收超过 3000 万元，浙江江工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剑的“剑
锋”是经过磨砺的，他的创业故事始
于家道中落之时。

江剑曾是富二代，但随着父亲生
意失败，家里背上了几千万元的债
务。但也就是这份债务和父亲的失
落，坚定了他创业的决心。

可是要做什么？江剑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不停地寻找项目，不停地浏
览各行业信息，不断地分析市场环
境，最后决定从事自动化行业。“现
在很多行业都碰到过用工荒，加上人
工成本不断上涨，企业利润逐渐下
滑，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江剑说，
如何减少人工是企业未来的竞争环节
之一，加上国家提出的工业自动化
2025 智能制造，自动化设备将是一
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想要进入这个市场，所需要的资
金可不少，而当时，江剑的全部财产
只有4000元。“我硬着头皮向小舅子
借了 5 万元，才开始创业之路。”并
没有像妻子建议的那样省着花钱，江
剑将全部钱一口气都投入到了网站的
构建以及推广上。“如何以最快的速
度让客户找到我？如何让客户知道我
是做自动化这行？在大数据时代，只
有网络才能快速传播。”

资金投下去后，江剑特别难熬，
直到 12 天后他接到了第一位客户的
讯息！电话里，这位山东客户说需要
当面沟通。江剑马上高价请了工程师
设计了产品图纸，提前准备好了所有
资料，带着图纸及样册去了山东。

“因为不知道如何和客户沟通，前一
天晚上，我对着镜子足足说了两个多
小时，把客户有可能提的一些关键问
题都事先考虑好，只有这样，客户才
会觉得我是专业的。”

准备是有用的，在第二天的交流
中，客户所顾忌的大部分问题都被江
剑猜中了，他一一作了解答，最终得
到了客户的认可，当场签订了28.5万
元的合同。

而这只是江剑创业的开始。2016
年年底，江剑把生意的版图延伸到了
中东。当时，受客户邀请，他一人踏
上了去中东的飞机。不会说英文的他
带着事先翻译打印好的中英文资料，
从迪拜转机到黎巴嫩，通过边境进入
了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在十多天时间
里，江剑带回了1000多万元的订单。

2017 年，江剑又把企业的营收
目标提高了 1000 万元。如何用一年
实现产值翻倍？江剑选择了修炼内
功，他将团队扩大到了 50 多人，还
陆续添加了加工制造设备，从研发能
力和生产效率来提高产品附加值。

当然，有了产品，还要有市场。
“跑业务真的很累，经常一天下来顾
不上喝一口水、吃一口饭，心里只有
如何更好更快地为客户服务的念头。
因为只有讲诚信，企业才会越做越
大，越走越远，所以即使身体不舒服
的时候，我也会硬撑着一天跑三四个
城市去跟客户沟通交流。单单一年乘
坐高铁的费用就达到十多万元，叠起
来有15厘米厚。”接订单并不是江剑
和客户交流的唯一目的。“我很享受
跟客户交流沟通的过程，因为从他们
身上能学到很多知识与技巧，从而提
升自己。”江剑说，如今，企业已经
超额完成了目标，年中，企业营收就
达到3000多万元。

负债千万元
江工自动化设备

如何逆袭？

随着民营企业第一代创业者逐渐老
去，二代企业家开始陆续接班，他们面
对着什么样的困扰？应该如何走出自己
的路？⋯⋯日前，温岭青年企业家协会
联合 《家族企业》 杂志对温岭家族企业
接班现状做了一个调研，并在此次温岭
企业家传承与创新论坛上公布了调研成
果。

“温岭的新生代企业家 76%是 80
后，91%已婚，87%有子女，24%是党
员⋯⋯”中国经营报社副总编辑、《家
族企业》 杂志出品人兼主编王立鹏说，
从年龄状况来看，目前温岭的新生代企
业 家 已 经 成 了 主 流 。“ 十 九 大 提 出 ，
2050年，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而在这个过程中，这批新生代企业
家将全面参与其中。对于这样一代人来
讲，现在正是他们大展拳脚的好时机。”

根 据 调 研 结 果 显 示 ， 近 一 半
（48%） 的一代企业家目前只参与企业的
重大决策，日常经营管理权已经下放。
但是，仍有近三成 （29%） 的一代企业
家还在参与企业的几乎所有业务。“企

业要想长久走下去，一代企业家要勇于
放权，为二代企业家的成长提供空间和

‘试错’的机会；父子的经营理念也要
一致，如何在效率和温度之间寻找一个
微妙的平衡，是两代企业家需要共同思
考的问题。”王立鹏说。

此次，调研小组还对温岭新生代企
业家的专业背景做了调查。一方面，父
辈希望为家族企业接班做好准备，另一
方面，新生代企业家也希望自己未来走
上管理岗位，因此，温岭新生代企业家
中学习管理学的比例高达 39%，超过了
全国平均水平 8个点。此外，工学专业
的占比也比较高，达到 18%，经济学和
理学占比都是 12%。“这是温岭以实体
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环境造成的。”王立
鹏分析，文科专业在新生代企业家中并
不受欢迎，语言类、法学、医学占比分
别只有5%、5%、2%。

王立鹏说，根据调查结果，温岭新
生代企业家如今已经逐渐进入到了家族
企业的管理层。其中，81%为企业高
层，负责企业重大的经营决策，已经有

足够的经验和能力领导企业；16%拒绝
了“空降”，选择在每个部门轮岗学
习，如今任职中层；还有 3%对未来的
职业生涯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因此并
未在家族企业内任职。

但是，温岭新生代企业家在接班过
程中也有不少难题，其中一个典型就是

“三臣”问题。面对老员工和家族成
员，41%的新生代企业家选择了严格按
照公司制度来办理。“企业中只有上下
级，但是家庭中会有辈分，在接班过程
中，上下级与辈分产生错位，作为晚辈
的二代企业家如何管理作为长辈的员工
和老员工，需要一代企业家从中做好斡
旋和平衡。”王立鹏说。

此外，温岭新生代企业家更倾向于
从企业的顶层设计上来解决传承接班的
问题，并且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追上父辈的脚步。在
他们心目中，传承接班最重要的三个因
素是企业发展战略的规划 （46%）、自身
努力的奋斗 （35%）、企业员工的合理分
配 （30%）。

最看重企业发展战略的规划

新生代企业家这样“当家”

这不仅是父与子的故事，更是精神
传承的故事。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传
承，更是整个温岭城市精神的一种传
递。

随着“打天下”的第一代创业者们
渐渐转向幕后，新生代的企业家逐渐站
在了舞台上。他们是选择接班还是选择

“单飞”？他们是选择传承还是选择创
新？他们是任人唯亲还是能者居上？他
们是要企业常青还是要家族利益至上？

11 月 30 日，以传承、创新为主题
的温岭企业家传承与创新论坛上，迎来
了主题对话环节，70后、80 后、90后
的企二代们直抒想法。如今，他们意气
风发，可当初的他们也曾彷徨过，也曾
和父辈激烈地碰撞过。含着的金汤匙能
不能打造成金手杖？一路走来，他们并
不轻松。

接班还是创业，他们各有
选择

陈君标是浙江舜浦工艺美术品有限
公司的总经理，毕业后他就回到了自家
公司，一晃已 20 年。“我初中毕业时，
父亲就对我说：‘儿子，我累得很，你
去宁波读外贸吧，毕业后回来接我的
班。’”对于父亲当时的决定，他并没
有什么异议，“父亲实在太辛苦了，我
应该帮他做点事。”

台州宝利特鞋业有限公司总裁陈敏
智是 2004年回到家族企业工作的。“一
开始没有想过接班这个问题，就是觉得
在自家企业工作挺不错。”陈敏智说，
最近几年，老一辈才开始提起接班的
事。到了2014年，他开始尝试在一些大
的事情上做决策，今年才正式接手宝利
特鞋业。

而浙江咪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彪和“刀具联盟”创始人周勤博则
选择跳出父辈划出的安逸圈，自己创
业。

“可能我对父亲的产业热爱程度不
够吧，我更想做自己感兴趣的。”曾彪
自认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在大学还未毕
业时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期间也曾失
败过，也曾尝试过安稳的工作。2012年
4月 26日，他从工作单位离职，选择自
己创业，这才有了如今温岭的“智慧停
车”。

周勤博是此次对话嘉宾中年纪最小
的一位，1989年出生的他离开了父亲的
公司，开发了“刀具联盟”电商平台，
如今已有200多家商户入驻。“温岭有将

近 2万人在全国各地卖刀具，我曾经也
卖过刀具，我碰到的难题，他们可能也
曾碰到过。在2015年，我想结合温岭的
上游资源和全国两三万刀具人，打造一
个专业的刀具电商平台。”

起步与融合，这些都是难
题

无论是接班还是创业，期间，他们
都曾碰到过难题。比如，对于陈敏智来
说，如何融入到宝利特延续了几十年的
企业文化和原有的团队里，就是个难
题。

“当团队忽然上来了一个新的一把
手，因为彼此不了解，有冲突是正常
的。后来，我选择放手让他们去做他们
想做的，我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他们
的想法是对的，就去做，如果他们没有
想法，就按照我的想法来。给他们自由
空间的同时，让他们慢慢了解并接受我
的风格。”在陈敏智看来，老的团队、
老的员工是对企业现状最了解的，尊重
他们的想法或许是解决冲突比较简便的
方法，也能够比较快速地融入进去。

和父辈以及父辈留下来的老员工
“斗智斗勇”也是陈君标接班后的一大
难题。“接班就是在一张写满字的纸上
擦掉一些东西，改写新的内容。有时候
我想擦，上一辈还不让，如何去说服他
们，让我去擦、去改写，这是比较难
的。”他说，除了策略成功，组织架构
也要完善，要让企业健康生存，就必须
引进一些“健康”的人，一些不能帮助
企业持续增长的员工就需要淘汰。

对于创业的曾彪来说，创业难就难
在把一个产品从零变到一。“创业初
期，有资金没人才，有了人才没有产
品，有了产品没有市场，在每一个研发
节点、生产节点，还有市场节点，都需
要 去 搏 ， 每 天 都 在 想 着 如 何 持 续 下
去。”他说，虽然遇到困难，他的内心
却是安稳的，这样就很好。

传承的是精神，那些父辈
教的事

和创一代曾有过碰撞，也曾有过理
念不合，但这四位新生代企业家皆表示
他们在父辈身上学到的、继承过来的东
西，一直影响着他们。

“我很小的时候，宝利特还是一个
家庭作坊，那时到了晚上10时都还没法

睡觉，因为我的床铺上面铺着泡沫革、
皮料，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多年。宝利
特有如今，就是父辈们拼出来的。”陈
敏智说，“宝利特董事会会议室的墙上
有四个字：脚踏实地。我曾经问过父亲
宝利特文化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会
议室里这四个字就够了。”

陈君标也是从小看着父母苦过来
的。父亲在企业里也写了八个字：开
拓、创新、诚信、务实，而这些都在父
亲日常行动中体现了出来。“只要客人
一有订单，不管大还是小，都会接，接
了之后绝不会偷工减料。之前有一个单
子，产品要求放25公斤的纸，但他放了
25.5公斤，让客人更满意。”

周勤博在父亲身上学会的是创业要
有前瞻性。“父亲一直和我说，做一行
爱一行，要非常清楚这一行现在、未来
的状况，才能应对市场的变化。”他
说，“5年前，父亲和我聊天时说，这个
工厂现在还热热闹闹，但 5年后会被淘
汰，当时我不相信，但今年，这个车间
真的被淘汰了。父亲对这个行业有足够
的了解。”

创新的是未来，企业要不
断求变

传承、创新，是此次主题对话的两
个主要话题。

对于创新，企业家们也有自己的见
解。“我以前习惯待在企业里，现在会
参加各类考察活动，看看其他企业是不
是有新的东西，为企业发展找到新的出
路和做法。”陈敏智说，和人家竞争，
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产品和综合实力。
所以企业建立了考核制度，把每一个工
厂和每一个业务部室分出来单独核算，
员工就像是小老板，从而激发他们的能
动性。

舜浦则是建立四个中心，既能单兵
作战，又能彼此扶持。“第一个是贸易
中心，把外贸市场做精；第二个是品牌
电商中心，主要做电商以及品牌推广；
第三个是产品中心，负责研发，我们和
大专院校合作，每年推出的新品就有
2000多款；第四个是生产中心，如今舜
浦旗下几家公司一定要制定标准化的生
产方案。”陈君标说。

“我的项目第一阶段是孵化，第二
阶段是求生存，通过 2~3年，实现自我
造血。”在曾彪看来，创新不是到一个
瓶颈了再创新，而是时时刻刻改变，随
时适应市场的变化。

含着的金汤匙如何打造成金手杖？
问道企二代：接班or创业，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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