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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別看我現在一副口若懸河的樣子，讀書時我可是個 『悶葫
蘆』 。」 鄧建波笑着告訴記者，讀大二時他第一次幹兼職，站在馬
路上向陌生人派傳單。 「第一次上崗，我愣是在太陽底下站了一小
時也沒好意思上前搭話，最後又抱着一疊傳單回到公司。」

好勝心極強的鄧建波不甘心放棄，默默地站在馬路邊觀察總結
同行的做法以及路人的態度， 「到後來我只要瞄一眼路人的表情和
走路速度，就基本能判斷是否能 『攔截』 成功。」 初嘗兼職滋味，
他看到了兼職的樂趣：不僅能賺錢，還能積累社會經驗，太適合學
生了。

彼時國內的學生兼職機構一邊網羅企業崗位，一邊向大學生收
取中介費盈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收了錢卻不派活兒的 「黑中
介」 ，也使得不少大學生對於校外兼職 「心嚮往之」 卻不敢行動。
鄧建波發現，傳統中介通過線下對接非常低效，於是向自己所在的
機構提出打造線上平台。 「那個時候線下中介還是很好賺的，公司
覺得沒必要改變現有模式，便拒絕了我的提議。」 最終，鄧建波決
定辭職，籌錢創業。

回過頭看，青團社成立的2013年，正是國內移動互聯網蓬勃興
起的時刻。根據易觀智庫發布的《2013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統計報
告》顯示，當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網民規模已達6.52億。

建立後台系統 對學生免費服務
「借助互聯網工具，當傳統中介還在通過QQ群、短訊等方式

聯繫學生時，我們已經建立起自己的後台系統，並開始以每天近萬
的新增規模積累學生數據。」 鄧建波創造性地提出了 「對學生免費
服務」 的口號，徹底顛覆了行業的收費模式。 「當平台對學生免費
後，優質學生的量會快速增長，付費端的企業也會隨之增長。當兩
端用戶數量都很大之後，我們的邊際服務成本就會降低，實現盈
利。」

不過，兼職領域競爭一向激烈。鄧建波回憶，2015年只要是做
兼職項目的公司，基本都能拿到融資。 「當時青團社整個盤子的估
值還不到3000萬人民幣。」 要突圍必須進行差異化競爭。 「大學生
中，長期做兼職的佔15%，從來不做兼職的佔15%，剩下70%的人
則處於搖擺地帶。大多數公司是服務15%長期做兼職的學生，但青
團社把目光投向了搖擺地帶。」 為了吸引並滿足學生需求，除了普
通的兼職品類，青團社還加入了大閘蟹試吃員、一日CEO助理等趣
味兼職。 「這些趣味兼職需要分享才有機會參與，既增強了老用戶
的黏性，又降低了拉新成本。」

走進青團社總部，兩面合作企業的LOGO牆映入眼簾，星巴
克、宜家、網易等國內外知名企業，都是他們緊密的合作夥伴
「2013年公司剛成立時，我一個人跑去找肯德基杭州區負責人談合
作，人家一聽是大學生創業做的兼職平台，壓根兒就信不過你。後
來我就從學校門口的肯德基門店開始磨合作，到最後杭州有60多間
門店都從我這裏招人，這才給了青團社 『上牌桌談判』 的機會。」

監督審核企業 良幣驅逐惡幣
如今，青團社單日85萬+人次的報名人數遙遙領先於其他任何

平台。2017年，青團社正式開始試水收費，成為全國第一家以報名
效果向企業收費的兼職平台。 「企業提出兼職需求後，需要購買報
名單接收學生投遞的簡歷，每收到一份簡歷消耗一份報名單，每份
報名單原價20元，選擇套餐或企業採購可享受一定優惠。」 在鄧建
波看來，花錢購買報名單後，企業會主動改善招聘信息，避免發布
無效職位，也為學生們帶來了更多真實有效的兼職。

與此同時，為了保障學生權益，青團社對企業真實性進行了多
重把關，入駐企業需要提供營業執照、運營者手持身份證等信息，
經過多重審核後才能發布職位信息，同時還會確保企業發布的職位
與經營業務相匹配，避免學生受騙。 「伴隨雙邊評價體系的不斷沉
澱與完善，平台逐漸實現了 『良幣驅逐惡幣』 ，留下更誠信、好評
更多的企業與個人，促進兩端用戶精準、高效匹配。」

年輕人像挑選商品那樣選兼職
當你接過一杯星巴克店員遞來的

咖啡時，也許不會想到它的製作者可能
是一名剛進入大學的新生。在靈活用工
的浪潮下，大學新生們已經可以在知名
的跨國企業迅速找到一份開拓眼界的兼
職。

「如今的年輕人可以像挑選商品
那樣挑選自己想做的兼職，無論是線上
的雲客服還是線下的咖啡師，點點鼠標
即可網絡申請。」 在鄧建波看來，兼職
也是大學生成本最低的 「試錯」 階段，
由此能更快速地找到自己最喜歡和擅長
的領域，從而調整就業規劃。

「我是護理專業的在校生，但未
來並不想當護士，做兼職就是為了找到
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 20歲的李潔
如今是杭州沃爾瑪超市的一名兼職導
購，在過去的一年多裏，她在青團社上
嘗試了14份不同的兼職，包括房產銷
售、茶飲製作、遊戲陪玩、活動布置等
等。 「雖然我還沒確定畢業後的具體方
向，但在兼職的過程中，至少能排除一
些肯定不適合我的崗位，對自己的未來
規劃也更明確了。」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
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
18.6%的2022屆高校畢業生選擇了自

由職業，靈活就業已成為大學生就業的
「蓄水池」 與 「緩衝器」 。鄧建波說，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而言， 「 『鐵飯碗』
並不是必須的，快樂賺錢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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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互聯網創業者，鄧建波的公司氛圍
十分輕鬆。 大公報記者俞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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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建波坦言，後疫情時
代，靈活就業的剛需性將逐步
增強。 「一方面受疫情影響，
不少人處於在家待業的狀態，
兼職崗位在特殊時期有了一定
的白領化趨勢；另一方面，疫
情倒逼企業主降本增效，加大
對 『靈活用工』 人員的配置比
例。」 2019年，青團社推出
「靈工管家」 ，為企業提供針
對靈活用工的排班考勤、算薪
發薪、電子合同、用工保險、
人才庫運營、供應商管理的一
站式服務。

鄧建波介紹， 「我們曾經
為某大型連鎖茶飲店提供靈活
用工方案。疫情前它每天兩班8
小時全職。但茶飲其實是有明
顯的峰谷時間段的，中餐晚餐
特別忙，其他時間比較空。如
今他們採用了靈活用工的排
班，中餐晚餐時間段安排更多
的人，其餘只需一人在崗，這
樣不僅能在峰時應對暴增的製
作量，還能降低谷時的用人成
本，增加利潤率。」

作為先行者，數字經濟始
終是杭州高質量發展的一大引
擎。回顧十年發展，鄧建波直
言公司受益於杭州 「互聯
網＋」 的創新創業環境。 「青
團社是首批入駐杭州夢想小鎮
的創業公司，在那裏我們獲得
了免費的場地、政府的扶持、
媒體的關注，投資人的注資，
才讓我這樣的90後創業者 『白
手起家』 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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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首批入駐杭州
夢想小鎮的創業公司，我們獲得了

免費的場地、政府的扶持、媒體的關
注，投資人的注資，讓我 「白手起家」 走
到了今天。得益於中國互聯網的快速發
展，如今的年輕人可以像挑選商品那樣挑
選自己想做的兼職，靈活就業一定是未
來的一個大趨勢。

──互聯網創業者 鄧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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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民使用數字人民幣支付乘坐公
交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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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談笑風生
兼職網助5400萬人搵工

搭上數字快車 就業穿針引線

掃一掃 有片睇

▲

工作中的鄧建波
嚴肅認真。
大公報記者俞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