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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園地專欄一】如果我是投資人，我願不願

意投給我自己 

跟大部分的生意人不同，我從做教育的身分進入社會，幾年後開了一個小小的補習班，大一

點之後藉著入股或併購，管理與經營了更多的補習班，然後開始想著是不是還能投資別的事業。 

創立了幾個小的事業跟品牌之後，接著自己建置加盟體制，然後經營更大的事業，建置更大

更遠的加盟，一路走來需要多學習，要多懂多做的事情，幾乎是呈現等比級數地跳躍，當過老師

的人學習與理解能力相較好些，但一般人要怎麼熬過這些過程？我必須放棄了所有的興趣與休

閒，婉拒朋友與家庭聚會，犧牲假日和每天休息時間，全心全力甚至不眠不休專注在創業路上，

終於獲得了一點成績，連創業成功了的人也都會心想：「這過程中有人帶領提供指導該有多好！」

政府與非官方的資源也是歷史新高了，政策與氛圍對於創業都是支持的，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兒

呢？為什麼創業者往往還得如此辛苦，卻又不一定能收割成功稻穗，是不是還有什麼資源跟協助

是我們創業路上的必需品呢？ 

那個當過老師的靈魂跟性格，又顯現出來了，結合多年來累積下來的經驗與人脈、有能力與

經驗的戰友、絕對信任我們眼光的資金，成立拿鐵多維管理顧問工作室來承接多維度的創業與品

牌建置、事業健檢，希望能完整給創業家實戰經驗，也更願意透過任何管道分享給每一個有衝勁

的新創業英雄。 

從創建、經營，到成功階段，大多有幾種需要資金的階段或時機點，創業初期的「集資」、

經營過程的「募資」、擴大事業的「增資」。 

要怎麼讓人家願意「投」這個「資」？ 

「大多數人總是以經營者的角度來端方案，自己口沫橫飛，卻終告失敗。應該從投資人

的角度來看，如果我是投資人，我願不願意投給我自己？」 

筆者初期負責經營事業，頗有心得後開始自己創立事業，走過辛苦也嘗過成功；看過失敗也

渡過意外，直到累積些戰功後，更得以受人委託，開始負責操盤來投資事業。白話文說，朋友或

投資人出錢，由筆者來負責做投資或創建品牌，因此又補強了全面的連結，深知每個角度，每個

不同的立場，所在意的項目，要找的那一點訣。 

如果您打籃球，如果您看灌籃高手，想必對於全國大賽中山王工業的河田雅史，這位劇情中

一路壓著大猩猩赤木的第一中鋒印象深刻，從高一到高三，因為身高劇烈改變，因此熟悉每個位

置，從後衛、前鋒到中鋒，始得培養出全面的身手。 

在資金這件事情上，筆者打過每一個位置。取得、獲得、募得；給不給、給多或給少。希望

您能相信我的建議，全是親身經歷，是第一線肉搏戰，並且，仍在持續。 

人對了才能「贏」，即便不小心「輸」了，也有輕傷跟重傷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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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筆資金，如何可以使用更久，或發揮得更遠更廣。同樣失敗了結，如何能夠拿

回更多，而不至於血本無歸。」 

簡略地把取得／投入資金這件事分成三個時段，有本文前述開頭的前、中、後期；如果再輔

以觀察面向簡略分為三個角度，我會分別看行業、看產品（服務）以及看主事者，其中，我更覺

得看主事者最為重要，看人看準了，成功就八九不離十了。 

討論分析市面上各個行業別，教導講述各式新舊產品（服務）的文章比比皆是，但好的行業

好的產品交給不好的人，一樣成不了氣候，結果可想而知。反之，一個具備成功條件的人，即便

資金不足，他還能有機會創造出最大的收益；即便產品（服務）美中不足，他才會有能力適時地

做翻轉或變革。退萬步言，就算鎩羽而歸，也才能盡量地保住投資者的資本，把重傷變成輕傷。 

有以下這些特質的創業家千萬不能投： 

(1)過去沒有任何失敗經驗的人 

或許他願意當小白鼠，但是我們禁不起他的失敗，也不應該把寶貴的資金與投資人的期盼，

變成他成長的養分，把創業當成一場有趣的實驗。 

失敗過還想拚一場的人，勢必要有所體認，募資時敢提自己過去的失敗經驗且不閃躲，將深

刻覺悟化為助力，能說得出如何修改，才能成為下一個事業的寶貴經驗，這樣的創業者，比較少

說夢話。 

若遇到過去滿滿成功經驗的人，並非絕對安全，得判斷其成功原因與條件是否來自於主事者

本人，只是參與投資，或非一己之力，或總如有神助，或因時勢所趨，只是這樣賺到附身財、大

運財、時機財的，不代表可以是創業家，但可以當吉祥物供著。 

(2)自己沒有付出足夠資金的人 

這點大家都明白，創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事業，憑什麼讓別人相信，但若「看似」創

業者出了資金，甚至是大部分的資金，難道就是安全的嗎？在此還要多考量幾個情況，是屢見不

鮮，且非常危險的。 

資金可能是父母贊助、親戚投資，可能不會馬上要你還，最美好的狀況是直接把這筆錢當作

送給你的一桶金，但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就是會在創業的過程中產生很多對主事者下指導棋的人，

不但是長輩還算是股東，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若用不客觀也狹隘的眼光來教導你，主事者該

聽還是不聽？這些用關心的外衣包裹著的錯誤建議，造成的殺傷力難以想像。 

來自於銀行借貸、標下民間互助會，則是會讓創業者有固定還款的壓力，一旦事業沒有立刻

大獲利，每月日子一到就是又一筆資金得還出去，心裡一急，就很難理性與冷靜，進而做出不正

確的判斷或是急功近利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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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話沒有習慣事實佐證的人 

常言道，說話要有憑有據，做事業更要有正確的資訊與資料，聽人家說做什麼很賺錢，就去

做那個生意，聽人家說哪裡熱鬧，就去那裡找店面，聽說，變成了習慣，失敗了，難道能找當初

說給你聽的人討公道？ 

對方或許會回答：「我，也是聽說的。」 

創業者並非就不能聽說，變得剛愎自用也不好，兼聽則明，能廣泛採納意見，但需要逐一求

證，確認了事實有了依據再去執行，配上 SWOT 分析、列得出客觀的企劃書，自己要能說服自

己，才能說服投資者。 

觀察創業者平常說話是不是有好的習慣，不一定僅只在於討論公事或事業，從生活瑣事以及

觀點看法都能有憑據地敘述，見微知著，那麼把事業做得好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昇了。 

(4)總是忽略理想現實差距的人 

多數人總是一廂情願，想到了一個天才點子做發想，後面就能建構出一個王國，如伊索寓言

中賣牛奶的女孩，頭頂著牛奶去市集，想著換了母雞回來，接著雞會生蛋，蛋再孵出雞，小雞長

大了生更多的蛋，女孩因此變得富有，再也不用辛苦照顧牛隻，甚至打扮美麗與王子共舞，然後

打翻了頭頂的牛奶，夢醒。 

故事大家都聽過，若是把這個寓言就當作小女孩的創業，就算她不打翻牛奶，順利買了雞回

來創業，也該計算一下母雞的時價，餵養所需要的飼料成本與成長時間，一隻雞一生能下多少顆

蛋？飼養多少隻母雞達到獲利的極大值等會煩死小女孩 CEO 的事情。 

此時，我們還得提醒小女孩 CEO 必須準備去拓展人脈、上進修課程，因為現實中的創業，

可能得加入公會才能在市集賣蛋，且城堡裡的國王規定要有產銷履歷也得繳納營業稅。她還得學

製圖軟體與拍攝技巧，才能讓客人覺得她的蛋比較有競爭力，不然為什麼要買小女孩的蛋，而不

是我家母雞自己也能下的蛋呢？ 

(5)總是怪別人自己都沒錯的人 

要成就一個事業，或許得當中的一百個條件都辛苦完成；但搞砸一個事業，只要幾個條件沒

做好就輕鬆完成了。 

講出問題跟推卸責任看起來常常很像，創業主事者戰敗回來到投資人面前匯報，總是怪天怪

地、怪對手水準低、怪這季太多雨，卻鮮少覺得自己才是責任最大的人，見過很多，聽過更多，

幸好一直保有這個原則，所以投錯的不多。 

常見的有，怪對手削價競爭，自己卻束手無策；怪員工不尊號令，自己卻朝令夕改；怪廣告

投放無效，自己卻墨守成規。自己從頭到尾只會低頭蠻幹，最後失敗怪股東作壁上觀沒有幫忙；

自己從不比較不多找預備供應商，最後怪廠商品質低落但又不敢更換。 

覺得命苦就怪父母，生意不好就罵政府，凡事推給大環境，但從沒檢討過自己的人，從平常

的談吐對應就能窺知一二，即便眼前有點小成就，也註定無法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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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性無法接受質疑挑戰的人 

所謂當局者迷，自己總是看不到自己架構的盲點，當我要建立一個事業的時候，總是會不斷

地講給身邊每一個人聽，請大家一起找麻煩，如果我能一一回覆，對答如流，你有張良計，我有

過牆梯，大事可成也。若是遇到答不上來的，便知道自己想得還不夠周全，幸好目前修正還來得

及。 

可惜，遇到無數次創業者用閃亮的眼神、飛舞的唇舌敘述完之後，遭遇到一丁點疑問，就皺

起眉頭，滿心的不悅，覺得他自己被小看了，懷才不遇還要被外行質詢等等，要不是我手裡握有

資金投注的決定權，應該就被掃地出門或罵出口了。 

這些不只代表創業者的心胸氣度，也代表著創業者是否真的已經準備好了可以創業，手中掌

握的各項條件是不是一廂情願，還是完全忽略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定是比月球還要遠的。 

有的是覺得開了店客人就絡繹不絕，卻說不出是哪裡來的信心，臉書發分享文就是行銷、貼

出紅紙就是徵才，心裡訂個優惠方案就能翻出兩倍業績，這些難以置信的說法，遇過的經驗數量，

若要單獨紀錄，可以寫出一本厚厚的書。 

這類創業者的特點就是「只想到好的，其他的一概覺得不會發生。」 

事實總是證明「除了那些好的，其他的全部都會輪流或同時發生。」 

要能把自己的人生過好，才能把自己的事業做好。 

「經營自己日新又新的人，才有把事業做好的條件。縱容自己得過且過的人，在經營事

業也難有條理。」 

我會觀察，有前述這些狀況的主事者，對於投資他的事業，會令人充滿著擔憂，反之，如果

上述的幾點都能呈現出好的作為，相反地走向正確的方向，不但成功的機會大大提升，遇到困難

的狀況，也才能有克服的可能。 

掌握住重點，等於掌握到資源，投資者總有自己的一套觀點與公式，需要資金挹注的人要多

換位思考，不要怪人家勢利，若換成自己，可能更急功近利呢！ 

本文作者：熊老大（拿鐵多維管理顧問工作室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