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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追热点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吧，这个标题我6月26日就列在后台了，但今天才动笔。

先翻一篇旧文

创业与投资之 - 价值观

我一直认为，创业首先是个价值观的事情，正如某知名企业说到的（此处称谓参见人民日报），“服务好你的用
户，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以前，我翻过互联网旧账，那篇文章也在网上传播很广，实际上早期互联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没有资

源的战胜有资源的，没有背景的战胜有背景的。

其实第一次互联网热潮的时候，当时兴起一个词，烧.com，也有一批这样的创业企业，靠铺天盖地的广告和烧
钱打造商业模式，但很快大潮退去，这些烧钱的模式各个原形毕露，黯然收场，但草莽出英雄，各种草根创业

者，各种真正做好产品，扎实做用户的公司逐渐脱颖而出。

不拼爹，不拼资源，拼能力和判断力，这是为什么我当年特别喜欢互联网行业的原因。 早期的国内互联网巨
头，不要说本土工程师的创业公司如丁磊，马化腾这样的，就算是以美国海归为背景的公司，其实真心说，花

钱也不多。烧钱最狠的那些早就销声匿迹了。淘宝和ebay比拼的时候，算是花了一些钱，但当时淘宝的资金和
背景资源，其实是远逊于ebay的，这个历史我记得旧文写过，不赘述了。

但后来慢慢这个环境就变了，从58和赶集大战起，资金成为市场竞争中重要的武器。但这时候，还是产品为
主，资源为辅，之后百团大战，对资金的依赖度更高，不过美团最终脱颖而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手里钱最

多。然后到了共享经济，o2o时代，滴滴快的血拼，基本上，资金和资源的决定性，已经逐渐有超过产品本身的
趋势。但直到现在摩拜和ofo，固然是在拼烧钱，双方还是会把产品理念之争放在前面来讲。

我以前吹过牛，虽然我自己创业不是很成功，但是我身边有非常多成功创业的典范，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这些成功者，背景，学识，技能各不相同，但学习能力都很强，此外，创业的价值观很正。我跟一些投资

人也说，如果创业者价值观不正，是不值得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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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乐视是个例外，它冲击了我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来说，从乐视开始，我觉得我对互联网失去了判断力。

我印象里，乐视是第一个国内上市的互联网概念公司，以前也有海虹控股这样炒作互联网概念的，但完全以互

联网概念上市的，乐视应该是第一个。那问题来了，是不是因为乐视做的优秀，所以才抢了第一呢？

很多人都知道，乐视上市的时候，只是一个视频网站，而且连国内前三好像都排不上。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互

联网公司国内上市都很难，偏偏它能最早上市？我只能说，深不可测。有没有权钱交易？有没有利益输送？屏

蔽词太多，我胆子小，不敢分析，那我只说一点，当年贾老板躲海外好久不敢回来，为什么？中间又发生了什

么？点到为止吧。

乐视上市后，股市成了提款机，视频风头过去了，炒智能硬件，做电视；小米火了，做手机，IP火了，炒体育和
影视版权；共享经济火了，炒专车服务；到后来，特斯拉火了，炒电动车。当这些都不足以割韭菜时，谈生态

化反。

还好意思说自己圈钱不够，还假惺惺说创业不易。

以前，我热爱互联网，是因为这里不拼爹，不拼资源，英雄不问出身。但这样的互联网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

了。

会做的不如会说的。ppt比产品重要，融资比产品重要，背景比产品重要，互联网行业逐渐变成了房地产行业。
会写ppt，会演讲，会抱大腿，会搞关系，会利益输送，会权钱交易，会政府关系，逐渐成为行业竞争力。

当然，有朋友会说，其实乐视没那么差，乐视的产品还是不错的，但我们看这个是事情，是追溯因果。

曾经的逻辑是这样的，服务好你的用户，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现在的逻辑变成了这样，搞定你的投资人、证监会，其他一切纷至沓来。

是的，乐视的某些产品，可以说，还不错，但我们知道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是建立在产品上，而是融

资能力上。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电信做计费，营帐，呼叫中心系统的企业做事，实话说，这个

企业技术底蕴不错，员工很踏实，敬业，公司福利也都很好，但核心一点，他们的竞争力来自于大老板的背景

和关系，只能说这个大老板对员工还可以，也舍得投入资金研究技术，但，这种竞争力，不是我所信奉的互联

网价值观。

也有不少人说创业不易，多理解多支持。



我知道有朋友创业卖了几套房子给员工发工资苦撑；我知道有朋友创业信用卡循环套现坚持去博最后的机会；

我知道有朋友创业见了上百个投资人被嗤之以鼻各种嘲讽但百折不挠；有人同情过他们么？有人跟他们说创业

不易么？欺负人家不会讲情怀，不会做ppt是么。

好，姑且退一步说

烧投资人的钱，那叫风险投资，烧了就烧了。

烧股民的钱，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烧了就烧了。

烧银行贷款的钱，涉及屏蔽词若干，烧了就烧了。

供应商拖款怎么回事？用户充值既无法消费，又无法提现是怎么回事？司机账上的钱取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凭什么拿人家合同约定该得的钱去供养自己的情怀？个体司机不是创业者？供应商不是创业者？你的情怀比他

们都珍贵？别人就活该做你的养料？

所以，我在朋友圈里，支持贾跃亭的，替他说话的，挨个删除。

我自诩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支持罗永浩的，虽然与我立场不同，我觉得是可以相容的，虽然他们也有一些会退

订我的公号，但我通常不会拉黑他们。但支持贾跃亭的，我觉得我们价值观相差太大，完全无法沟通。

至于转发所谓 孙正义 两百亿美金 投资乐视 这种新闻的，说句难听的，算了，难听的不说了。

然而今天想说的还不止这个，还有一个必须要说明的价值观问题，别拿赌博得手当成功范例。

有一些所谓的赚钱案例，实话说，属于幸存者偏差的范畴。这是俞军老师推荐的两本书里都提到过的一个重要

逻辑。

做个思想实验，1024个人去赌场，去玩赌大小，其中一半人押大，一半人押小，输的出局，赢得继续赌，一半
大，一半小，十轮之后，有一个人了不起，10连胜，成功赚了1000倍的钱，出来讲成功学，说赌场是很容易赚
钱的，他自己就是成功案例，并总结了一套成功赚钱的逻辑，很多人疯狂追随。

如果我们看不到那1023个出局的人，只看到这1个成功者，我们还会觉得这事很滑稽么？

第一：总会有人在赌场赚到大钱。



第二：庞氏骗局在崩溃前，最后一棒前成功脱身的人，总会有不少人赚到钱。

前段时间有读者给我投稿，一个真实的赚钱案例，希望我分享，一个年轻人，通过投资ICO，很短的时间赚了几
十万，是真的么？是真的，但值得分享么？不值得！

在很多准赌场的领域，确实有的人靠眼光和判断力赚钱，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难分辨，哪些属于判断力，哪

些属于幸存者偏差。每个幸存者，都会觉得自己赢在了判断力上。

不管你是炒股，炒房，炒币，炒权证，炒期货，炒域名，炒各种卡，等等等等。

当然，我必须承认，确实这里有相当多案例，是靠判断力致胜的因素。但问题在这里，即便你的判断力是对

的，但，把那些没有判断力的人裹挟进去，你负的了责么？

目前市场上很多的套利行为，真的是庞氏骗局，从邮币卡，到什么数字交易所，以及各种所谓的第三方炒汇平

台（根本没有实盘交易的那种），以及现在特别火的ico，但架不住中国人多，总有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冲进去接
盘。第一波，第二波，甚至第三波都赚到了，发财的故事确实很多都是真的，但市场上最后全是这样一群人，

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听说这玩意能赚钱。

做人讲点良心，到处鼓吹别人来接盘，不怕以后被人揍么？

最后，再说一个创业圈的坏现象，神奇少女这次又双叒创业了，拉众筹。

想说什么呢？现在有一个现象，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炒作出名了，只要肯不断的宣传自己，只要有足够的知名

度，总会有人愿意相信她。（是的，贾跃亭也同理）

所以，不怕挨骂，不怕秀下限，不怕坏名声，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知道，总会有不开眼的依然会掏钱供养，这助

长了浮夸，不负责任和不知廉耻的虚假宣传。以及，以前我提过，创投圈的潜规则，一般情况下，项目做的再

烂，大家不会撕破脸，和和气气，对外包装的东西总是光鲜的，所以，下一次重来，可以继续忽悠不明真相的

其他人。 有钱又不懂，想进入行业迫不及待交学费的人，还是足够多的。

综述以下，今天讲的是另一种互联网创业价值观，据说也行之有效。



玩法是这样的，会写漂亮的PPT，会做自我包装，会讲情怀，会写很好的文章（要能感动足够多智商低的
人），会做煽情演讲，认识足够多投资人，知道如何大手笔融资绑架投资人，能让投资人替你背书，会做政府

关系，会玩幸存者偏差（这个怎么玩，我教你简单一个范例，开32个账户玩权证，比如炒期指，16个买涨，16
个买跌，亏掉的拉倒，盈利的继续8个，8个的分开买，然后逐渐关掉所有亏损的，最后只剩一个特别牛逼全中
的操作账户，拿出来给人家秀，你是多么成功的预测市场，连续几次完美把握市场动向，全真实操盘数据证

明，开投资课程，拉下线，一战封神。） 会抢庞氏骗局的头茬，会拉下线。 赚到点钱就买通各种大V给自己继
续吹捧。

至于做产品，搞技术，大笔钱骗来的，自然一切都会有的。

啧啧，这年头，真有不少成功人士是这样的。

但我总觉得，这一套按理说是行不通的。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草根可以靠产品价值观创业成功的那些日子；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怀念，平民子女

可以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改变家庭命运的那些日子。

按计划今天应该发广告的，明天吧。

什么？我不是不发广告的么，咳咳，话说，没好意思收钱的广告算广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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