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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士多為家家戶戶提供購物的方便；今天，在家附近的士多已不多見，但可以用電話和電腦去

「士多」購物呀！岑迪贊就是新世紀的「士多老闆」，他開的網上「士多」賣的貨品比傳統的士多更多、

更精，而且別有一番創意的理念！ 

 

 

 

 

今天，Dave且把工廠開到越南，事業的成功，全憑他有兩大撒手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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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老闆」岑迪贊 

深信創業要開火、瞄準、開火、瞄準…… 

 

岑迪贊(Danny)在 2004年畢業於理大的建築及房地產學系。他自問不

算是個勤於學業的學生，不過，他倒很有打算，還沒畢業便為自己規

劃好未來的發展路線。「我在大學第二年的時候已經在想，我不可能

用一輩子的時間供一個房子，這很浪費時間。如果趁年輕時不嘗試創

業，等結了婚、有了小朋友之後，便更沒有機會創業了。」  

他上大學後一直有當兼職，同時間做電話銷售、推廣員、補習老師，

還有寫網頁等工作，雖然選讀建築和房地產的科目，但他從小到大都

喜歡電腦程式。畢業之後，他馬上和兩個中學同學創業，開了一家軟件公司，做自己喜

歡的工作。 

一畢業即創業，這對來自基層的 Danny來說，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壓力。因為他

們是寫程式的，就一台電腦、自己的腦袋，再加投入的時間便足夠了。所以他們一開始

時是不管什麼類型、大大小小的項目都接，只要是幾個老闆懂得做的都會接下來。 

Danny 說：「2008 年時，我們便申請進入科學園，主力集中系統的研究，而第一個項目

就是電子商務的系統開發。後來，我們在科學園獲得很多獎項，都是源自這套軟件。」 

他們在科學園裡的發展很是不錯，聘用的員工已有好幾十人，在深圳也有團隊，從中小

企幾千塊的項目開始，做到上市公司、大機構和政府批出的幾百萬項目。 

「我會推荐其他人在科學園創業，這總比您隨便租個工業區的單位單打獨鬥好。」

Danny回想起在科學園的日子，說：「公司開發了很多不同的系統，電商、物業管理系

統、酒店管理系統等等，為了生存，我們總得接下不同的項目。我覺得我們公司的生存

價值可能就是比較透徹地知道一些商戶和機構的目標，然後運用當時最好的技術，以最

低的成本做到客戶想要的效果，而這就是 IT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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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創辦人互補不同技術及專長，合

力開設網上雜貨店 Ztore 

 
Ztore 的創辦就是想把貼心的傳統

士多以現代科技保存並發揚 

 

 

 

景泣 

學會這種管理能力，也有比人走前一步的創新思維，Danny和兩位拍檔的公司在十年間

的發展還算理想，可是，他卻沒有找到很大的成功感。他是那種在不同階段尋找不同東

西的人，走在第三步，已在望第六步的東西，走到第六步，他便遠眺著第十步的事物。

因此，當十年後發覺那並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事業時，他遂決定來個徹底的改變。 

「十年這一個關口中，很多人都會放棄，有可能賣盤，也可能和拍檔分手。我就在想，

十年後我會在做些什麼，那是不是我人生想做的事情呢？重新思考後，我較想做些更有

趣和更大型的項目，而我覺得當時的軟件公司的發展有機會進入瓶頸，不會再有什麼突

破，所以，我決定辭職。」 

作下這個毅然的決定，他花了不超過兩天的時間。離開了

軟件公司後，他才開始找朋友商談，疏理一下幾個項目的

可行性。最後，他決定開「士多」。 

原來他一直都很想做 B2C的業務，今再重新投入另一門業

務，他也作出了另一套的規劃。 

「我做過一些初創比賽的評判，參加的隊伍很多時是五個 BBA 的同學，或是幾個唸電腦

的同窗。那肯定會『撞車』的！合夥創業，通常都是同學組合，因為順手拈來，既是好

朋友，容易一拍即合，但是，有沒有深思熟慮過？可能其中有拍檔較外向，有人較沉

穩，另外有人要對數字非常敏感，同時又必須有人點子多，有天馬行空的創意？」 

最後一起創辦「士多」的有三人。他負責執掌互聯網和技術這一塊，另一個是傳統快銷

品行業的專家，也是他的中學同學，而第三位則是金融業的專家，在三個領域裡各自發

揮所長。 

「重新的組合是考慮到互補的能力，這個組合最重要是

填補我的不足，同時，選擇團隊很重要的一點是能夠

『謙遜』。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成就包

袱放下，便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只有對每一位都抱持

謙遜的態度，下屬也好，朋友也好，當幾個人都作同樣

的批評時，您肯定有些表徵是有問題的，那時候，你是

要採取捍衛的態度去討論，還是認真地思考箇中的問題

呢？我覺得，找出自己最大的能力和缺陷，也就是成功的基礎條件。」 

在互補能力以外，Danny認為另一重點是不在乎您的拍檔或團隊現在有的是什麼，而是

大家未來可以有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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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獲頒「2016 最佳 .hk網站獎」

商業（中小企組）金獎 

「必須是大家都成長起來，否則，以今日的狀態再走十年，按照現在的初創環境，我覺

得是必死的，如果不能從不斷跌宕中成長，成為更優秀的人才，那便很難勝過別人。我

們最高的考慮點是『成長力』，而不是他現在的能力。所以，我們公司裡有很多年輕同

事的升遷速度很快，一年間便可以領導二十多人，這是在其他公司沒可能的事。有人對

我說，為什麼不提升慢點？我卻認為，如果下屬接受不了那麼有能力的人作為上司，他

並不適合在『士多』工作了。」 

90 後年輕人的上進心近年經常遭人詬病，Danny 卻說：

「他們接收的資訊量水平比我們高，我覺得 90 後是屬於

新類型的人，他們的成長速度屬幾何級數，欠的只是動

力。只要引爆他們的潛力，我倒覺得，他們只需幾年便可

以超越有幾十年經驗的人，視乎他們有多想要那個『蘋

果』！」 

總結 Danny 十幾年的創業經驗，他認為創業的關鍵是決心。如果想要那個「蘋果」，大

可以抬梯子、爬上去，想盡一切的辦法。至於每個人的蘋果都不一樣，有人的蘋果是

錢，或是成就感，或是偉大的社會使命。只要有想要的蘋果，源動力或不一樣，但驅動

力必須很強。他可以不具備某種技能，或者未必有耐性，但只要想獲取，他便能夠有耐

性，也可以克服。假如沒有決心，他只會有藉口，說自己不是這方面的人才，沒錢、政

府又不支持…… 

「每個人的燃料都是不一樣的，覺得好玩也是一個很大的動力。只要喜歡，便不會覺得

辛苦。」Danny 說：「想創業的就去做，您永遠都不會準備好的，時代急速變化，如果

不是走到懸崖邊，您的潛力未必會發揮出來。我看過一篇文章，說人們很多時是瞄準、

瞄準、瞄準、開火！但創業是『開火、瞄準、開火、瞄準！』邊走邊射。90 後的生活環

境好，動力可能會低一些，但我也見過很多 90 後是很有創業決心的，我覺得人越窮就

越好！」 

這就像老話說的：千金難買少年窮！ 

「有些人或想以戰養戰，先做項目然後做產品，這就是我們以前的舊路，也是自己做得

不好的舊路。我們後來決定不要浪費時間，一就是全部投入，不要在中間苟且。你有沒

有見過中、美的創業家苟且？不會的，他們只會斷臂，然後重新開始。這也是我可以和

大家分享的小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