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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潘石屹，江湖人称老潘，甘肃天水人，身不高，体不壮，头发不浓密，但头脑敏捷身手矫健。
而正是这个相貌平平的甘肃人，早已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明星人物”。
潘石屹是各种电视节目、网络聊天以及平面媒体的座上宾。
有时候，你打开电视机会看见他坐在那里神侃，翻开报纸又会发现他是一个重磅人物。
中央电视台曾评价道：“潘石屹不是最有钱的，他的公司也不是规模最大的，但他和他的SOHO中国
绝对是最吸引眼球的。
”潘石屹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他观察和思考任何问题，百分之百都是用商人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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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实上，市场上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小公司，小公司才是自然的状态。
小公司应该是液态的，无论市场是方的还是圆的，小公司都可以倒到里面去，充满每一个缝隙。
做好小公司，首先要有小公司的心态，企业领导者先不要贪大。
　　做事要力求简单，繁杂会使我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繁杂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旧有的习惯、旧有的规则、旧有的礼仪，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对知识、技能的
卖弄。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很容易的，多余的装饰、多余的想法及多余的语言都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情
复杂化。
　　我对管理的态度是“无为而治”，这并不是说在具体措施和制度上我们是无所作为的。
“无为而治”是每一位管理者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这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公司最好的管理是把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力和智慧激发出来，而不是被动地把他们作为一
个简单的工具来约束他们。
 　　越是端着架子的企业，组织结构图就越复杂，层级就越多，效率就越低，扯皮的事情也随着金字
塔的层级数呈几何数增加，这样的公司创造不出价值。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不做别的行业，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没有钱做，而是“我听不明白的不做”，
这就是我的投资原则。
　　“末位淘汰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把人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我们的“末位淘汰制”就是要培养人的三种精神：协作精神、创新精神与危机精神。
　　做生意永远不变的规律就是：低潮进货，高潮出货。
最忌讳的就是做反了，做反了就会亏本，就会给股东造成损失。
　　如果非要说我善于“炒作”，我认为“炒作”其实就是广告宣传。
如果非要说我善于“表演”，其实“表演”只是商业的需要。
你不出去“表演”就没有人知道你，你的房子也就卖不出去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核心竞争力是花钱买不来的东西。
在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凡是你可以花钱买来的东西，你的竞争对手可以花更多的钱买到的东西，都
很难构成你的核心竞争力。
地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创造力，即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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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征痕，企业发展战略专家，咨询公司执行副总裁，曾参与十多个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咨询项目，长期
对房地产企业SOHO中国有限公司及潘石屹本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潘石屹如是说>>

书籍目录

第1章  “万通六君子”——潘石屹论创业过程　生活的触动　理想与执著　“万通六君子”　“第一
桶金”　让自己找到胆量　分家：离开万通　玩转SOHO概念　上市：占据制高点第2章　小的是美好
的——潘石屹论经营理念　大型“小公司”　学会与市场对话　“我只想专心卖房子”  　只做房地
产一项    只做房地产下游    我的长项不是酒店经营  “钻石原则”  　“资产轻盈”  　最关键的是保守
　低潮进货第3章  “无为而治”——潘石屹论管理  “简单原则”    “末位淘汰制”    “99朵玫瑰”      
“末位淘汰制”的效用    “末位淘汰”的“槛”      “争议”与“反思”      把“末位淘汰制”引入方方
面面  “无为而治”      放权：取消来自上面的高压    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    利用企业文化达到“无为而
治”  　网络状结构第4章　打造时尚品牌公司——潘石屹论品牌策略  时尚品牌公司    重视设计    定位
高端　一个人品牌与公司品牌    娱乐明星的做派    领导者的个人形象　树诚信品牌第5章　炒作就是广
告宣传——潘石屹论营销手法与公关  炒作即广告宣传  替别人拍广告  内部刊物也是广告  “搜索营销
”    挖人事件：坦诚对待媒体  氨气事件：绿色承诺第6章　鼓励创造精神——潘石屹论创新  创新需要
冥想状态  核心竞争力是创造力  创新的产品总会有争议  创造需求，引导市场  “密码正确”理论第7章
　学会面对投诉——潘石屹论客户关系与售后　认真对待批评　学会面对投诉　无理由退房“升级版
”  第8章　产品与股票的错位——潘石屹论融资与上市  “按揭”预售融资  首次上市失利  时来运转：
二次上市成功第9章　用明天来思考今天——潘石屹论房地产开发  地段、地段、地段  用明天来思考今
天  不做中低档产品  打通投资与租赁市场    搭建投资平台    进行租务管理    帮助租户度过养商期  给中
小型企业建写字楼  商业地产转型    “一二三法则”  　　市场的需要　　居安思危　　摆脱住宅地产
思维第10章　追求细节，而非豪华——潘石屹论SOHO建筑精神  符合时代精神的建筑    多元化建筑    
民主化的建筑    SOHO之后是什么  融合是一种趋势    城市无须功能分区    社区与城市相融合  创造CBD
繁华  追求细节，而非豪华  里程碑式的建筑第11章　细数地产风云人物——潘石屹论地产人物　王石
　冯仑　任志强　易小迪第12章　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潘石屹论成功法则  要有自己的判断    海南
房地产出现泡沫    对现代城充满信心    放弃住宅开发  “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  善于倾听者最受人欢
迎  保护我们的是诚实第13章　让思想回到“零”的状态——潘石屹论工作与生活  脱贫的榜样  婚姻就
像跳探戈  父子交流是很重要的  将自己“清零”    主动寻找外力  慈善是一种精神第14章　成为一个“
元素” ——潘石屹论杂碎  潘石屹论博客  潘石屹论IT  潘石屹论摄影　成为一个“元素”附录：潘石屹
个人档案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潘石屹如是说>>

章节摘录

　　第1章　“万通六君子”——潘石屹论创业过程　　生活的触动　　潘石屹出生在中国西部甘肃
省的一个小村子里。
潘石屹这个山村的孩子之所以会选择走出去，与他幼年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饱饭，饥饿。
其他东西还可以承受，就是这个饥饿是没办法承受的。
这点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包括后来从商，比较看重金钱，觉得有了钱就能解决吃饭、教育、看病这些
问题⋯⋯这还是受小时候缺衣少食的影响比较大。
　　潘石屹命运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他的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
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的学校，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
“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开始。
一年后，潘石屹接到来自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两年后，潘石屹考进了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
　　1984年，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
对数字天生敏感的潘石屹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被送出去进修。
但潘石屹对机关生活并不满意。
他回忆道：“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
烦，包括我自己。
”　　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岁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
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
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
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意思。
　　在廊坊最后有半年多时间觉得自己也是闲待着的，在一个机关里，有将近1000人，真正能够给社
会创造价值的人不是很多，剩下的人都是干部，干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干。
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后来单位新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潘石屹陪着她去仓库领桌子和椅子。
　　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我们处长就说，小潘，你去帮她抬张桌子去。
结果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再加上那时候桌子质量也不好，她就说这个桌子这里不行，那个桌子那
里不行什么的。
我等得不行了，就说，这不就是一张桌子吗，赶紧抬回去得了。
　　她就说：“小潘，这个桌子我可得坐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
”这句话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回去后看了看我的桌子，又看了看我的茶杯，想想就一辈子这样渡过
吗？
　　正在思变的时候，潘石屹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
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
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
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
虽然此时的潘石屹对财富几乎没有认识，然而，在后来的万通时期，潘石屹被公认为是财商最高的，
很多人都称其为“潘老财”。
潘石屹说道：　　我觉得钱对人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出生在农村，从小就缺吃少穿的，加上我妈妈常年瘫痪。
我对财富的追求，也许这也算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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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石屹回忆说：　　记得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领46块钱的工资，加上8块钱的野外补助。
而就在那一年，我两个妹妹相继考上大学了。
我当时的工资一分为三，把其中的两份寄给她们。
　　活下去是最基本的要求，再加上生活的触动，1988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
，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
　　一个机关的小干部下海各方面的障碍还是很大，当然我办公室的同事对我都很好，我临下海的时
候写一份停薪留职的申请，结果我走了以后，组织部唯一给我下发的文件就是潘石屹被除名。
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确实觉得非常的沮丧。
　　其实，1988年的潘石屹，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潘石屹后来讲述了自己下海的心路历程。
　　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
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
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
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
我感觉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理想与执著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广州、深圳。
　　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广州，突然觉得这儿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个人都过得那
么开心。
　　1988年春节一过，潘石屹便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
　　我辞职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80多元人民币，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到
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十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虽然潘石屹到了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前线——深圳经济特区，然而现实中的深圳并不像走马观花
时看到的那么美好温馨。
潘石屹需要为三餐而奔波，于是不久后他应聘进了一家咨询公司。
　　其实就是皮包公司，电脑培训、给香港人当跑腿的、接待内地厂长、经理旅游，什么能挣钱就干
什么。
　　潘石屹后来回忆说，在深圳的那段时间，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
　　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
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
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
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野外津贴！
　　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
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唯一支持我的人。
　　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深圳的生活始终让潘石屹感到非常压抑。
　　有一次一个老板让我去接人，告诉我可以坐出租车，这是我第一次坐出租车，我就想着怎么坐。
我刚去，不知道打表。
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也不会讲广东话，也说不清楚。
这个司机说你下去，我就下来了，觉得特别的沮丧，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坐公共汽车去了。
　　这种不好的感觉整整跟随了潘石屹将近一年的时间。
　　1988年8月23日，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立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
中央给予了海南这个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这给海南带去了机遇和疯狂，大量资金涌进那里，甚
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盛况。
　　1989年，潘石屹所在的公司正好要到刚刚建省的海南设立分号，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
石屹主动请缨南下海南。
那时海南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一样热起来，用潘石屹的话说，1989年他坐船来到海南时还是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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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一片，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夜之间，岛上已经涌进了15万人。
　　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的感觉。
第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
　　我记得第一天上岛，安排在海滩边上住，整个枕头湿乎乎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和一个朋友沿着滨海路海边往前走。
当时的海南人就在海边大便，那边有人大便，这边就在进行手表交易，手表贩子把袖子一拉开，胳膊
上各种各样的手表。
我朋友挑中了一块，那卖表的说不卖给你。
我朋友说，为什么不卖给我？
他说，没钱你买什么？
说你的钱包已经给人偷走了。
我们一看那小偷偷了钱包也不跑，就在那里蹲着。
我们追，他就跑，海南人跑得快，我们跑不动了，他也停下来，又在那里蹲着。
这是我对海南的第一个印象。
　　即便如此，潘石屹认为海南与深圳压抑的气氛完全不同。
　　那时候海南很热闹、很自由，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只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气氛相当宽松。
　　初到海南，感觉就是热闹。
街道上谈恋爱的、作诗的、弹吉他的，什么都有，每个人都有梦想，就是没钱。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
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又回到内陆了。
潘石屹的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潘石屹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300多个民工。
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潘石屹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
　　1991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
海南省的建设大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一拨儿人都返回大陆了。
我当时正管理一个砖厂，砖一块也卖不出去。
民工是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没钱拿，走了不到100人。
剩下的人饿得受不了。
我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变得死一样的平静，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
年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生机。
　　相对于那一年，我觉得以后办企业压力都很小了。
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我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理想没有破灭。
　　潘石屹曾写过这么一段甚为经典的话：　　我骑自行车，有人说路太远，你骑自行车走不到。
但我走了一段换成了汽车，天黑以前我到了。
我开汽车时他们又说，前面没路没桥有一座山，你过不去。
我照样往前走，到了山前我换了一架飞机飞过去了。
　　从潘石屹的学历来说，并不出奇；论出身，他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那潘石屹走到今天有什么绝活儿呢？
　　那就是做事情要执著，一根筋，想好一件事情就往前走。
中国机会太多。
有的人做了两年房地产，如果有什么不顺利，他马上就说，做点别的吧。
你这样一转，转来转去还是在原地打转转。
所以要顺着一个方向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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