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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美食車先導計劃」被公認為推動香港旅遊業和飲食業的一大動力，更被視為創業者的大好機會。

不過，申請人需要撰寫非常詳盡的計劃書，還要面對兩個階段的嚴格評審，以爭取十分難得的經營權。大

半年的嚴選歷程過去，最後共有十六家公司勝出，其中包括了「理大企業家」林潔惠。由她把創業經驗娓

娓道來，原來一切皆從「好玩」開始…… 

 

 
林潔惠開發寵物專用的電子產品獲

得香港中小企業創新大獎 2016 

 

 

 

 

從打工天堂回歸凡間創業 

林潔惠秉持天誠信念 

 

林潔惠有一個團結友愛的家庭，家人都有着共同興趣，那就是做生

意。從父親創立五金店開始，家裡便一直不乏創業的追隨者，而父

親取的店名「天誠」，內含深意，可謂她和家人創業的座右銘。 

「父親說，做生意要成功，一半在天，一半在於誠信！」 

她弟弟也以「天誠」為茶餐廳命名，秉承以誠待客的營商之道。不

過，林潔惠從理大畢業後，並沒有幫忙打理家人的生意，也沒創

業，而是成為上市公司老闆的得力助手，最後更成為公司董事。只

是到了三十歲後，她開始為人生的下一步籌謀：「要麼一直在這公司待下去，直到退休

為止；要麼退下來，自己創業。」 

結果，林潔惠在 2013 年踏上她的創業路，開發寵物專用的電子產品。沒想到的是，從

打工天堂回歸凡間創業後，她所遇到的人和事都令她有挫敗感。 

「原來要創業，必須先做好心理準備。」林潔惠說：「在頭兩年，我因為放不下以前的

權力、階級，所以感覺特別難受。」 

因此，她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一切由根基做起，和基層

員工做朋友，學習與人相處；為了幫公司省錢，購買二手

家具和電腦；甚至處理公司清潔的工作；在理大唸工業及

系統工程的她更親自為公司鋪電線。  

「最重要的是作員工的榜樣，如果老闆凡事親力親為，員

工也不敢怠慢。」林潔惠說：「最難的不是創業，而是身

份的轉變，在整個過程中，是人性的轉變。一直位高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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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食比賽中勝出的菠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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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以前林潔惠對人的好比較流於表面。現在，她待人處事都出於真誠。也許由於這種改

變，她的公司竟像磁石似的，很多生意都自動找上門來。「世界上有很多人希望找真誠

的人合作，希望合作的夥伴都以真誠相待，他們尋求的是正能量和專業能量。」這不正

是她父親的「天誠」信念嗎？ 

「做了幾年的生意，我的宗旨是，工作最重要是好玩和開心，然後，能夠維生，有能力

給員工發薪水，那就可以了。如果賺了錢，還能贏得好名聲或獲獎，那就是額外的花紅

了！」 

去年六月，她的公司剛完成了所有貨單付運的工作，她樂得清

閒。碰巧政府推出美食車先導計劃，因為覺得好玩，就夥拍弟弟

一同研究，在整整一個月內，每天花上半日時間撰寫計劃書，她

坦言這比寫論文還要辛苦。 

由於她熟悉工程方面的事宜，所以她的計劃書內詳盡地載入水電

圖的設計；她於 2000 年在理大修讀製造系統工程與管理碩士課

程，因此在美食車的包裝、推廣的計劃方面，她就能學以致用。

當首輪評審順利過關後，她立刻動員全家之力為第二輪的試食角

力做足準備。 

「弟弟的茶餐廳每天最暢銷的是菠蘿包，日賣六百個。我們就想到賣菠蘿包，但必須搞

點新意思才行，於是就想到有新鮮菠蘿的菠蘿包了。」 

在試食比賽中贏盡評判歡心的菠蘿包，他們經過一百次反覆嘗試，才研究出令成品最協

調、最美味的配方。比賽時選用頂級材料不在話下，連上桌用的盤子也是專誠從荷蘭搜

羅回來的，就是為了給金黃色的麵包和嫩黃的菠蘿饀料最佳的襯托，準備工夫可說一絲

不苟。 

「計劃共有五十個隊伍參賽，評判員必須試吃每一道菜，然後作出評分。當看到每一位

評判都把整個菠蘿包吃完，我們便有勝算了。」 

這個忌廉菠蘿包在今年的年初六開始在美食車發售，香港人追踨而至，為了品嚐名副其

實的菠蘿包。 

美食車給她帶來兩年的合約，至於會否成為一盤成功的生意，這是誰都不能預知的。她

只知道要以「天誠」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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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潔惠與一眾食評家在美食車前合照 

 

 

 

 

 

 

 

 

除了日常工作，林潔惠也為理大學生擔任導師。某

天，一個她輔導的學生訪問了一位剛獲獎的師兄，向

他請教創業之道。她問學生：「他是怎麼教你的？」

學生回答說：「他說最重要是有能力、有創意。」她

接着問：「那麼，品格呢？誠信呢？這會不會也很重

要？」學生答：「這些可以後天改變和培養。」 

她於是說：「我是倒過來的，我認為應先培養了品格

和正面的思想，你才有能力克服困難，你的生意才有

延續性。學習在艱難的日子裡咬緊牙關，把困難看成挑戰，這才是生意延續的動力。」 

她覺得創業年齡在三十左右是最好的，因為有了工作經驗，就算創業時遇上低潮，也較

容易克服困難。這也關乎體力，年輕時可以不眠不休，但年紀大了，精力就會大打折扣

了。 

「先打工，累積經驗，夢想不一定要一下子實現，可以先放在心裡慢慢孕育，再細心看

看那是不是一個真的機會。與人合作講求感覺，當機會合適，感覺舒服，沉澱過後再爭

取也不晚。機會有很多，記住先做好本份，如果你有誠意、夠專業，客戶是可以感受得

到的。」林潔惠也說：「有些事情，在不當時候就要放棄，不要勉強。懂得放手，也是

一種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