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清創業困難 調整觀念逐個擊破 

 

個案背景 

 

常言道「工字不出頭」，不少在大型企業歷練多年、練得一身好本領的中高層員工，

或會嘗試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建立完全屬於自己的事業。這類創業人士通常繼續從事

老本行。不過儘管他們擁有豐富經驗，創業路上仍需克服很多困難。專家建議，創業

者應改變舊有觀念，要有決心從不同方面努力開展業務。 

 

申請人提出的問題 

 

一位「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的申請人有十多年時裝設計經驗，曾於本地及外資大

型企業任職時裝設計師，負責創立多個時裝品牌及系列，期間曾跟隨公司參加本港及

海外等不同時裝設計展覽會。申請人想建立自己的時裝設計師品牌，但發現自己所成

立的初創企業難以像

大型企業一樣，可輕

易獲得資格成為時裝

設計展覽會的參展商。

這個問題令她難以向

目標海外客戶爭取訂

單，影響公司收入。

她希望諮詢專家如何

制定業務範圍及尋找

合適的銷售渠道。 

 

 

專家顧問提供的分析 / 意見 

 

工業貿易署「問問專家」服務成立公司範疇的顧問、全港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劉麗斯

小姐認為，申請人具備很多創業條件，在產品設計、生產及交貨等方面已有把握，亦

懂得如何取得訂單。然而，申請人成為老闆後，與以前當「打工仔」的身份已經不同，

需要認清某些創業的實際困難。劉小姐說 :「很多人在大企業工作，建立寶貴的人脈關

係資源。當他們離開大企業後，才發現這些資源好像只能跟隨舊公司，自己難以再好

好利用。她建議，申請人可積極尋找合作伙伴，例如聯絡相識的同行，組織像小型商

會的團體，以團體為名申請參加展覽。 

 

劉小姐又指出，不同行業和產品有不同的推廣策略。「若像申請人這類以設計師為賣

點的業務，應讓設計師個人多曝光 ; 若以產品優點為業務賣點，則應讓產品多曝光 ; 若

以服務為賣點，則應讓提供服務的公司多曝光。」她補充，要讓設計師多曝光，可從



線上和線下兩方面著手。她建議，申請人可舉辦一些小型時裝活動，如小型展覽、工

作坊等，或舉辦時裝設計課程，將知識及經驗傳授給年輕人，以提升自我形象。她又

建議申請人，可建立個人網站及於不同網上平台開設帳戶，分享自己的設計心得及作

品。這些網上宣傳策略成本不高，更方便向目標海外客戶推廣。 

 

申請人與專家顧問會面後如何處理問題 

 

申請人認為顧問的建議很實用，現已於九龍區開設了具環保概念之時裝設計公司，與

生意伙伴開設了共享工作間，並與業內的非牟利團體合辦工作坊，希望有助培育年輕

設計師及推動時尚環保的概念。她說 :「共享工作間有衣車有師傅，可借予外間開設製

衣課程的團體前來上課。」 

 

申請人坦言，現時較少參展，難以得到海外客戶的訂單，現金流不足仍是目前最困擾

的問題。她對組織團體的建議很感興趣，期望未來聯同其他設計師及企業，組成團體

爭取政府及大型機構撥款資助，參與活動推動業界發展，長遠帶動更多年輕設計師成

長、推動時尚環保的概念，及建立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個人時裝品牌。 

 

專家顧問就個案指出中小企業可學習到的重點 / 精要 

 

專家建議 :「創業困難要認清，堅定不移辦法多。」 

 

 

 

 

 

 

 

在「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個案分析集內提供的任何意見、結論或建議，  

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工業貿易署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