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眼看到鄧建波的時候，你絕對不敢相信眼前這位皮膚
黝黑，戴着黑框眼鏡，穿着一身藍黑色運動裝的平頭小伙子，
是一位身價過億的CEO。作為一名 「90後」 ，鄧建波常常自稱
為 「老鄧」 ，從大學開始，他經歷了三次創業，最終成功創立
免費兼職服務平台 「青團社」 ，入選福布斯亞洲2019年30位30
歲以下精英 「消費科技」 領域榜單；今年2月，青團社還獲得
了螞蟻金服領投的數億元人民幣B+輪融資。在鄧建波眼中，創
業就像 「升級打怪」 ，永遠有未知的挑戰。

蘇璇、孟書揚、方嘉偉杭州報道大公報實習記者

90後老鄧：創業就是升級打怪
看好兼職市場潛力 創立免費服務平台

不要臉也能讓我們崇拜的

「老鄧」 的叫法，其實是鄧建波創業時摸索出來的經驗。鄧建

波向學子們解釋道，每次他自稱 「小鄧」 的時候，老闆們只把他當

作三分鐘熱度的大學生。 「後來我想明白了，當別人認為你是學生

的時候，潛意識裏就不願認可你，更別說和你合作了」 。

心態是創業者最重要能力之一
鄧建波的前兩次創業都是在大學時期，一次是創立了中國首批

外賣點餐網站 「樂飯365」 ，堅持了半年，後因合夥人畢業、項目

不成熟等原因告終。但他不服輸，後來又向70多位朋友同學借了2

萬多元（人民幣，下同）開始了第二次創業，然天公不作美，再次

以失敗告終。

兩次創業為鄧建波帶來的收穫，遠遠大於他所經歷的失敗。 「
創業猶如一場 『打怪升級』 ，心態是創業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鄧建波坦言，創業失敗的經歷，鍛煉了他方方面面的能力，迫使他

不斷地去學習新知識，對於後面創業決心會相對更強一點。

由於第二次是借錢創業，為了還債，鄧建波進入一家學生兼職

中介公司，做起了校園代理。恰逢新生入學，鄧建波厚着臉皮敲開

一間間新生宿舍的門，推銷兼職中介會員卡。當時，兼職中介從企

業求來崗位，向學生收取100元至200元不等的會員費後再介紹兼

職工作給學生。一個月的時間，鄧建波通過 「掃樓」 售出了3000

多張會員卡，依靠銷售提前還清了此前的債務。驚人銷售業績讓遠

在重慶的公司老闆留意到了鄧建波，於是，他從一個小小的校園代

理，一下子成為了杭州城市經理。

在此後的一年裏，鄧建波敏銳地發覺，企業對兼職的需求增長

迅速，很多學生也願意從事兼職工作，但因為中介會員費望而卻步

。他向老闆建言： 「把兼職崗位免費向學生開放」 ，卻慘遭否定。

想法堅定的鄧建波選擇離職，經過一系列準備，開始了他第三次創

業。

六年前，鄧建波與三個合夥人創立了 「青團社」 ，主打 「全國

首家對大學生提供免費兼職服務平台」 概念。一經推出，青團社就

受到了大學生們的喜愛。第一個月就吸引了2萬名用戶，此後每月

穩定新增1萬名用戶。

獲數億融資 青團社籌備上市
從創立之初，青團社就秉着為大學生服務的理念，他們提出 「

一次兼職、一次成長」 的口號。鄧建波說： 「從我自己的兼職經歷

就可以驗證，兼職是大學生的一個很好的去經歷社會的切入點。我

就是通過兼職成長起來的。」 在鄧建波看來，企業對兼職需求在快

速提升。像美國的靈活用工比例已經超過37%，但中國仍不足

10%，發展潛力巨大。如今，青團社目前服務700萬大學生及350

萬藍領用戶，入駐商家超過11萬家，服務範圍覆蓋全國。去年，兼

職報名人數逾3471萬，單日兼職報名人數突破40萬。

如今，已獲得數億元融資的青團社，正籌備上市事宜。鄧建波

坦言，青團社還有着很大的發展空間，正在不斷優化服務體驗，他

希望，最終讓每一位大學生都能選擇在青團社去找到適合自己的社

會實踐。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蘇璇、孟書
揚、方嘉偉杭州報道：大一初始，鄧建

波為了追求喜歡的女孩，開始了自己的

第一份兼職──派發和收集調查問卷。

那時候的鄧建波，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

小男生，沒有任何經驗的他發一上午的

調查問卷，都沒有拿到一位顧客的資料

。 「好不容易衝上前去介紹，聲音小的

像蚊子叫。」
「然而我們有位學姐，一個上午拿

到了二十多份顧客問卷，是表現最好的

。」 鄧建波既好奇又疑惑，便偷偷站在

角落裏，觀察了一個下午。 「只要十米

之內的行人，她都衝上去，甚至跟着顧

客從一樓走到四樓，再從四樓走回一樓

，直到對方停下腳步，在問卷調查的紙

上填下了自己的資料和姓名。」 他笑言

，大家被拒接的概率是一樣的，但 「這
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什麼叫做不要臉。」

「那時候我才發現，原來 『不要臉

』 ，也是可以讓我從內心崇拜的。」 明

白了這一點的鄧建波，放下了面子，從

一開始那個內向、不敢上前與行人交流

的學生轉變成了一個外向、隨時上前與

顧客溝通的合格推銷員。

鄧建波還調侃自己道： 「內向的人

一旦有一天變得開朗，就像潑出去的水

，再也收不回來了，就像現在的我！」
如今的他，已經可以站在萬人講台上，

侃侃而談幾個小時也不怕冷場。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張家敏報道：
鄧建波坦言，相比於 「70後」 和 「80後
」 ， 「90後」 的創業者更加懂得這個時

代的需求，因為他們在科技發達的年代

能有更高的敏感度。 「如今創業並非像

從前一樣艱難，年輕人能夠得到政府或

者當地的優惠政策，多數情況下家人也

相對比較支持。」
「互聯網給了年輕人最好的時代機

會，可以去嘗試失敗，挑戰失敗，在失

敗中涅槃重生。」 鄧建波提及，作為年

輕人，在創業過程中或許會遇到缺乏經

驗的問題，但這也促使 「90後」 用更多

的時間去學習、體會如何經營一家公司

。 「很多年輕人 『做得了產品，喝不

了茅台』 ，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年輕人

未必懂得如何跟人搞好人際關係，與

人妥善交流溝通。關係是要靠自己發

展的，而不是純粹靠產品的優劣而去定

義。」
即使如此，鄧建波依然鼓勵年輕人

要all in。 「你們想想，如果你們今天

all in了，你們會失去什麼，什麼都不

會失去。你們如果all in成功了，那很

完美；如果all in失敗了，你們的能力

也一定得到提升了。這是我當初為什麼

選擇創業的原因。」
作為一名連續創業者，鄧建波說，

沒有一個創業者是一帆風順的，創業過

程中會有許多波折。就像青團社剛成立

時，加上他也只有四名員工，工作地點

在一個不到6平方米的辦公室。當時資

金壓力也不小，曾經有幾個月所有員工

都沒有拿過工資，並且還受到了黑中介

的騷擾。

「但，那又怎樣？散發希望光芒的

人永遠年輕！」 在採訪最後，鄧建波對

正在創業路上奮戰和將要走上創業路的

青年人給出了自己看法： 「如果你現在

已經在創業了，那麼就堅定的走下去。

如果你現在還沒在創業，那麼一定要抓

住一次可以創業的機會，只有創業之後

你才會發現，創業對我們整個人生的幫

助有多麼大。」

更懂時代需求 年輕就要al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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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蘇璇、孟書揚
、方嘉偉杭州報道：當其他同學還在體驗

大學生活的時候，鄧建波便發現隱藏在校

園裏的商機。當時互聯網浪潮方興未艾，

鄧建波想到將互聯網與點餐結合起來，成

立一家專做外賣點餐生意的網站。有了這

個想法後，他馬上行動起來，頂着烈日滿

城轉悠，向餐廳老闆們推銷自己的點餐平

台。

「當時我就背着一個書包，裏面裝着

一台筆記本電腦和三四件短袖。」 鄧建波

自問自答道， 「為什麼要帶那麼多件衣服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7、8月份，杭州最熱

的時候，在外面待半個小時衣服就濕透了

。所以我準備了很多件衣服，濕透了就去

沒人的地方換一件。」
這份熱情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在接

下來的幾個月裏，鄧建波相繼聯繫了過千

家餐廳，卻沒一家願意為他的想法買單。

鄧建波最後在學校附近找到了幾家自己常

常光顧的小店，中國首批外賣點餐網站 「
樂飯365」 就此上線。由顧客在網站上下單

，網站再將客戶的地址和聯繫方式以短信

方式發送給店家，店家再據此配送訂單。

「網站上線後，不少同學為了能少走

幾步路，都開始下單點外賣。高峰時期，

我們每天能接100多單外賣。每份訂單的平

均價是6元，公司可以從中抽取5%提成，

大約是0.3元。」 鄧建波說道。扣除每條短

信0.1元的成本，每單外賣他能淨賺0.2元。

想法與賺錢要兼備
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有些用戶地

址太長，超過了一條短信的長度，成本也

就翻倍了。 「再加上其他運營成本，無法

覆蓋公司的支出。」 沒過多久，網站便宣

布停止運營，鄧建波的第一次創業宣告失

敗。

首次創業失敗，讓鄧建波總結出 「光

有想法但不能快速賺錢的公司存活不了」
的道理。

2011年，鄧建波發現了另一個商機，

「當時智能手機還未普及，客人點完單等

待上菜的10至15分鐘是極其無聊的，若此

時能有一個廣告牌放在桌子上，一定會有

人去看。」
鄧建波對此做了個試驗，將廣告牌放

在了一家餐廳裏，大部分客人果真拿起了

廣告牌。有了首次外賣網站的推廣經驗，

這次他很快說服了校園邊上90%的餐館。

「我們設計的廣告牌有6面，其中2面免費

供商家登菜單，另外4面我們去找廣告主投

放廣告。」
按照鄧建波的設想，廣告牌的費用由

商家或廣告主先墊支，但他們在見到成效

前並不願意投入成本。被迫無奈的鄧建波

只能自己湊錢製作廣告牌， 「我一共借了

70多位同學，大家30、50、100元地湊，

才湊足2萬元啟動資金，做出了2000塊廣告

牌。」
廣告牌順利地登錄各家餐館，原以為

可以 「躺着收錢」 了，沒想到3個月下來，

一個廣告客戶都沒談成。 「債主們卻開始

明示暗示手頭緊，希望我早些還錢。」 最

終，鄧建波只能放棄了他的二次創業。

三次創業兩度失敗仍堅持

青團社發展歷程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大事記
青團社在杭州成立
開始提供線上服務
入駐夢想小鎮，獲華旦天使100萬元；獲
騰訊原副總裁劉成敏領投1000萬pre-A輪
投資
獲豬八戒網領投5500萬A輪融資
獲安持資本領投B輪6000萬融資；上海、
寧波、北京和廣州分公司相繼成立
聯合螞蟻金服發布首份區塊電子合約
獲得螞蟻金服領投的B+輪數億元融資

鄧建波談90後團隊的優劣勢
優勢

更懂 「90後」 ，更能做
出好產品
更容易組建團隊
更容易讓人相信你有夢
想
每個人都相信你會更好

劣勢

100人以上的管理經驗缺失

總有一個時間需要升級團隊

做得了產品，喝不了茅台

沒吃過豬肉，也沒見過豬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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