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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女性之教育普及與兩性平權時代的到來，帶動女性就業率及創業率之攀升，臺灣女性投入創業的意

願大增，但實際從事行動之女性卻不多，顯示創業意圖至行動間存在著調節變數之研究缺口。本研究旨在探

討女性創業意圖對從事創業行動之影響，並以害怕失敗及創業知識為調節變數進行探討，研究方法以全球創

業觀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之臺灣 2010年至 2012年成人人口調查 (Adult Population 

Survey)隨機抽樣之 3,006位女性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創業意圖確實是行動之關鍵前因，當具有

創業意圖之女性越害怕失敗，其從事創業之行動便會顯著降低；但創業知識之調節效果則並未獲得支持。最

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討論分析、理論貢獻與實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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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universal of woman education and the coming of gender equality, they promote up the rate 
of woma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lthough women have high intention to start up a new 
business in Taiwan, but only one-quarter of women hav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o really engage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It shows that there is a research gap to discuss th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acti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women who hav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engaging in action, and take fear of failure and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s moderators. The study uses random sample data (Adult Population Survey)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Taiwan database from 2010 to 2012 (3,006 women sampl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ction, but women who 
with fear of failure reduce the direct effect. Moreo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is 
not support. Finally, we provide discussion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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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近年來，全球均開始重視創業議題，原因之一是創

業背後所隱含的創新能量及新事業創立有助於增加就業

機會。同時，國際間對於婦女與經濟相關議題之討論亦

日趨增加，主要重點包括婦女經濟主權之提升、婦女與

科技發展之關係及婦女勞動資源之發揮等等。另外，隨

著女性教育的普及和兩性平權時代的到來，帶動了女性

就業率及創業率的攀升，政府也進而開始重視女性創業

之相關議題 (蔡依倫、謝如梅，2012)。

根據 2012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2012)的資料顯示，女性企業家數占總家

數 36.03%，估計每三位企業主當中就有一位是女性，

另大企業中也有 18.9%是由女性當家；經營超過 10年

占 44.52%，以經營服務業為主的占 85.63%。另行政院

青輔會於 100年女性創業育成班中所輔導的女性創業青

年，亦有 340位已創業成功 (行政院青輔會，2011)，

顯示婦女創業趨勢逐漸攀升，且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行政院青輔會自 2000年起即開始規劃婦女創業輔

導措施，2002年推動「飛雁專案」，進一步將婦女創

業相關活動擴大整合，從女性創業議題的開發到課程培

訓，協助女性跨出創業的第一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

2007年推出「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款計畫」，提供

婦女創業陪伴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同年，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也推動「婦女創業計畫」，透過創業諮詢輔

導服務，提供女性創業必要的協助，並於 2012年推動

「婦女創業菁英計畫」，藉由選拔婦女創業菁英，提供

了輔導、創業籌資、商機媒合、廣宣加值及舉辦經驗分

享會等各種服務及資源，來培育新的女性創業者 (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2012)。上述多項針對女性創業所衍生

出的計畫方案，可看出政府對於女性創業議題的重視。

雖然政府對於女性創業議題日趨重視，針對女性

創業者提出許多計畫及補助方案，鼓勵女性從事創業行

動，但是真正從事創業行動的女性卻非常少。2010年

全球創業觀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以下

簡稱 GEM)數據顯示有創業意圖之女性達 25.4%，實際

去從事創業行動的女性卻僅有 6.7% (劉常勇、謝如梅，

2011)，可見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間出現不小的落差。

究其原因，由於創業往往被視為是高風險之活動，

在準備創業前需要籌措資金、人力與設備；在實際投入

創業後，則隨時面臨各式挑戰與危機。因此，雖然臺灣

民眾擁有高度的創業意圖 (蔡依倫、謝如梅，2012)，

但當考量到自身能力與可能風險後，則大幅降低真正投

入創業的人數。

由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可知，意圖是影響行動的重要前因 (Ajzen, 1991)，但

過去研究受到意圖到行為之間的時間差及資料蒐集的

限制，往往僅能探討影響創業意圖的前因 (Krueger, 

1993)，而不易驗證出意圖到行動之間的關係與受到之

調節效果影響，此外，現有研究對於女性創業的理論探

討亦相對缺乏。

本研究為填補此一理論與實證缺口，以全球創業觀

察臺灣 2010年至 2012年資料庫，所蒐集的 6,021位樣

本中之 3,006位女性樣本進行分析。GEM資料庫為經

由全臺灣各縣市、人口、性別分層隨機抽樣，再以家戶

抽樣訪查後而得之樣本，應具備有相當程度之代表性。

過去的創業研究中顯示，人們會去從事創業行動，

其意圖可以分為三個面向，一是為了理想而創業，二是

洞察到商業機會而創業，最後是為了生活而去創業 (王

福寧，2010)。在創業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是，女性在

心理因素、社會規範、勞動市場、企業環境及經濟條件

上都比男性遭遇更多的困難，因此遭受之阻礙也越多。

為進一步瞭解影響具有創業意圖之女性從事創業行

動之調節變數，期能從中找到關鍵要素來做為未來女性

創業輔導之建議，本研究參考 McMullen and Shepherd 

(2006)之理論架構，其指出創業評估會受到不確定性及

知識影響，進一步探討不確定性對於阻礙創業行動所扮

演之角色，以及創業知識之影響效果。

過去文獻提及女性在創業過程中所受到的阻礙包

括家庭、資金、社會文化、風險及害怕失敗之心理等。

其中，害怕失敗 (Fear of Failure)是創業的重要障礙之

一 (Vaillant and Lafuente, 2007)，這是由於創業需要承

受極大之不確定性及風險。根據 2010年 GEM之資料

顯示，臺灣女性對於害怕創業失敗的認知比例佔 53.7% 

(劉常勇、謝如梅，2011)，這顯示超過半數的臺灣女性

認為害怕失敗是阻礙她們不去創業的因素之一。因此本

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旨在探討「害怕失敗是否會阻礙具

備創業意圖之女性去採取創業行動」？

其次，亦有強化女性從事創業行動之因素。隨著

臺灣女性教育的普及以及勞動參與率的提升，讓女性

在從事創業方面更增添了自信心。根據 2010年「性別

勞動統計」之臺灣勞動力參與的變化 (1978 ~ 2010年 )

發現，女性的勞參率逐年上升，2010年男性勞參率為

66.51%，女性勞參率為 49.89%，與 1978年相較，男

性減少 11.45個百分點，而女性則增加 10.76個百分點；

顯示臺灣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高、社會變遷及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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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投入勞動市場的人數已逐漸增加。同時，女性創

業者之人數亦隨之增加，可看出教育程度之普及以及女

性工作經驗之增加，確實對女性創業有所幫助。

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創業知識之調節效果，此

處所指之創業知識是女性創業者本身擁有跟創業相關之

工作或經驗、擁有之技能、產業知識，並從這些知識中

尋找到新的機會，進而將機會轉變為自己創造新產品或

服務的能力 (Shane, 2000)。因此，本研究第二個研究

問題旨在探討與驗證「具備創業知識的女性，是否會強

化創業意圖與行動之間的關係」？

綜合而言，本研究透過兩個在理論與實務上均相當

重要之研究問題，以臺灣 GEM豐富的次級資料庫數據

進行假說驗證，期能提出有助於未來研究與政策輔導相

關之發現及建議。

文獻探討

創業與女性創業者

Schumpeter (1934) 認為創業 (Entrepreneurship)

是一種創新活動組合之實現，包括：開發新產品、推出

新生產方式、為原產品開拓新市場、取得新供應來源及

發展新型組織等五項活動，從事以上活動者即稱之為創

業者 (Entrepreneur)。從創業之內涵來看，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更進一步強調機會的重要性，他

們認為創業應該是包括商機的發現、辨識、衡量及開

發之過程。另有學者認為創業是在風險與不確定環境下

創造出的一個新經濟組織 (Dollinger, 2003)。本研究延

續 Dollinger (2003)；Schumpeter (1934)；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的說法，將創業定義為「在風險

與不確定之環境下，經由商機的發現、辨識、衡量及

開發，進行創新活動組合之實現，創造一個新經濟組

織之過程。」

在世界各地，女性選擇做創業家的比例已經相當

高，在許多國家之經濟開發上，女性為主的新創公司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也有不少國家之女性的創

業能力尚未被開發 (Baughn et al., 2006)。因此，過去

大眾所論述之「創業者」的對象，大多以男性為主；但

隨著女性教育之普及與兩性平權時代的到來，女性有了

更大的發揮空間，紛紛開始從就業轉而創業，並從「頭

家娘」變成「頭家」。

本研究所指稱之女性創業者是指女性獨自或與其

他人共同創立事業、擁有企業領導人之職銜與工作，

並親身參與及決定企業之業務或行政業務者 (蔡璧如，

1999)。Lavoie (1984)將女性創業者定義為「女性開創

一項新事業，承受伴隨而來的風險、財務、行政、社

會責任，並有效率的從事每天之管理工作」。另外，

Moore (1990)將女性創業者帶入整體的觀念來探討，

將之定義為「創業家為一個在企業決策與風險承擔中採

取主動角色的人，且擁有該企業的大部分所有權者」。

此外，本研究將投資新事業亦視為創業之一種形式，因

為其具備有風險投資之概念，同時亦擁有企業之股份，

因此將女性創業者定義為：「女性獨自或與他人創立一

個新的企業，投資或擁有其企業管理權，同時具有承擔

風險及決策能力者」。

從研究層面來看，蓬勃發展之女性創業研究特徵

為：(一 )關注探討女性財務績效與事業成長；(二 )創

業家個人層次的研究居多；(三 )現在研究多半奠基在

客觀主義 (Objectivism)的本體論與知識論來進行女性

創業之研究 (Hughes et al., 2012)。

Carter et al. (2001)整理有關女性創業之四百篇學

術文章，其文獻回顧發現，創業文獻大多研究著重於論

述男女在企業管理、財務、網絡和績效上有著明顯的性

別差異。可見早期女性創業之研究大多著重於性別角色

的探討。

de Bruin et al. (2007)指出目前女性創業的研究主

題很多，其中最受歡迎的主題包括融資、網絡／社會資

本和績效，以及成長、成長策略和成功之相關議題的研

究。其他主題則是有關個人的特徵以及行為，如創業導

向或自我效能、意圖和動機、決策模型和洞察力，亦有

少數是在研究機會辨識及制度環境等議題。

由過去文獻可知，性別差異的確是存在於創業各項

議題中。然而，在前述文獻背景下，基於女性創業的獨

特性，已有越來越多研究者將女性創業視為是單獨研究

之課題，因此在本研究中，性別差異並非為主要探討之

議題，而是將女性視為主要研究對象，僅針對女性創業

進行探討與驗證。

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之關聯性

創業意圖

行為意圖的研究在心理學已有悠久的歷史 (例如

Ajzen and Fishbein, 1980)，創業領域對於意圖的研究

也已開始有概念 (Bird, 1988) 和經驗 (Brenner et al., 

1991)。在這十幾年來，創業意圖仍是學者非常感興趣

的主題，Krueger (1993)研究指出創業意圖是了解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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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的必要核心，歸因於創業為長期過程的活動，創業

意圖即是此長期過程之第一步 (Crant, 1996)。

意圖是一種引導我們的注意力朝向特定的目標，以

實現某成果之心理狀態 (Bird, 1988)。意圖亦是個人採

取行動以建立新的事業，或在現有企業中創造新價值的

一種認知 (Fini et al., 2009)。DeNoble et al. (1999)的

研究中，則將創業意圖定義為創業者對於創立新事業的

內在認知、偏好程度與行為傾向。也就是說，當個人想

要採取某種特定行為時，可從個人是否願意努力去嘗

試、願意付出多少心力去實現該行為來測知 (黃怡仁，

2004)。簡言之，只要有行動之「想法」，亦可稱為意

圖之表現。

意圖為預測未來個人行為及組織結果之能力

(Ajzen, 1991)，例如：企業的生存、發展以及成長

(Mitchel, 1981)，也是預測個人行為最好之方法，特別

是創業行為很罕見、難預測或是很難觀察時 (Krueger 

and Brazeal, 1994)。但是，一個人的意圖往往會受到

多面向之影響，Crant (1996)研究結果指出創業意圖與

積極進取的個性、性別、教育以及父母為創業者有關。

Krueger (1993)與 Scott and Twomey (1988)研究也表

明，若是父母同為創業者，則小孩的創業意圖相對較

高。此外，創業意圖也會受到態度、個人心理因素、個

人技能以及環境之影響 (Fini et al., 2009)。

創業行動

創業是一種將行動 (Action)具體化，並貼近市場

需求之表現。由於創業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創業

者必須要在模糊與風險中做決定並採取行動 (McMullen 

and Shepherd, 2006)，故行動可視為創業者利用創造力

和影響力改變目前作法，逐步實踐創業活動之做法。

由於未來不可知，使得行動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以

致於行動本身即充滿不確定性 (Mises, 1949)，並提高

創業的困難度 (Amabile, 1997; Smith and Di Gregorio, 

2002)。McMullen and Shepherd (2006)指出行動是創

業理論的核心，當外在環境改變，而創造新的創業機會

時，個人會受到過去知識、容忍不確定性的意願等因

素影響，進而產生創業行動 (McMullen and Shepherd, 

2006)。

如前所述，意圖是一種想法，也就是想從事某

項行為之想法，而創業意圖是個人採取行動以建立

新的事業，或在現有企業中創造新價值的一種認知

(Fini et al., 2009)。因此，意圖是行動之概念化，當

有意執行此行動時，從事行動的可能性與程度就越高

(Chandrashekaran et al., 2000)，例如：當女性擁有高

度的創業意圖時，她會思考與判斷從事創業的可行性與

做法，並嘗試採取相關行動，包括：準備創業資金、尋

找機會與潛在顧客、連結社會網絡、購買設備或廠房

等，因此提升創業行動之程度。根據上述所述，本研究

提出假說一：

假說一：女性擁有創業意圖，對於創業行動之採取有

正面顯著之影響。

害怕失敗之調節效果

害怕是一種本然的情緒，而害怕失敗是一種學習

而來的人格特質，個體害怕失敗是因過去失敗經驗或者

不愉快的回憶而加深知覺失敗的後果，最後導致逃避的

動機 (Sager et al., 2009)。由於人們大多以為害怕失敗

是無法控制的行為 (Ajzen, 1991)，因此個體容易在成

就情境下受到害怕失敗之影響，而採行逃避目標的行為

(Elliot, 1999)。換言之，害怕失敗是一種經由社會化過

程而習得的人格特質，人們往往深受到過去社會化經驗

的影響，尤其是所處環境若是多責備和高成就要求時，

就愈容易養成害怕失敗的心理傾向及呈現出逃避的動機

取向，造成日後面對成就情境時易於產生退縮逃離的心

理 (卓國雄、盧俊宏，2005)。

此外，風險規避與害怕失敗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一個人有更大的風險規避時，就代表其越害怕失敗

(Ekore and Okekeocha, 2012)，因此比起較大的風險，

創業者更傾向於創業中所擁有的適度風險 (Amit et al., 

1993)。然而，適度的風險規避，有時候反而會讓創業

者認為他們的失敗機率較低，因此對於風險的感知也較

低 (Amit et al., 1993)，但這並不表示真正所存在的風

險是低的，事實上是創業者所感知到的風險較低，這是

由於創業者對於失敗之恐懼所產生的心理知覺 (Ekore 

and Okekeocha, 2012)。因此，可知害怕失敗是由於個

體受到所處環境之影響，而產生之一種害怕的心理知

覺，進而採取逃避或退縮的行為。

對於不確定性之認知亦是害怕失敗的一種。當有意

圖之創業者在創業行動之過程中，對未來之不確定性認

知高時，便會產生害怕失敗之心理。Milliken (1987)將

不確定性分為情況、影響及反應三種類型，所謂的情況

指的是無法預測未來環境的狀態、變化會是什麼情況；

影響則是指缺乏應對方案的知識或無法預測選擇後所產

生的後果；最後，反應指的是當要採取行動時，對於不

確定性的反應會很明顯，因為事情的改變及未解決常被

認為是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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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hitz and Strauss (1997)認為行動之不確定性

是一種感覺上的疑慮，譬如阻礙或阻延行動。而不確定

會造成三種影響：(一 )因為猶豫而中斷了行動 (Dewey, 

1933)。( 二 ) 優柔寡斷會一直持續地出現 (Goldman, 

1986)。(三 )讓具有前瞻性的想法沒有了吸引力 (Yates 

and Stone, 1992)。也就是說，當不確定性越高時，害

怕失敗之心理層面就會越高，進而阻礙其從事創業行

動。因此，在不確定情況下不利於採取創業行動，因

為會產生遲疑、猶豫不決及拖延之情形發生 (Casson, 

1982)。

造成害怕失敗之原因，從總體面而言，可能受到家

庭教育及社會文化的影響，導致人們大多害怕失敗，把

失敗看成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焦慮、

緊張和痛苦。Conroy (2001)認為在成長過程中，影響

人們害怕失敗之因素有家庭結構及氣氛、父母親對其獨

立自主、嚴格之要求及親子溝通等原因。而在社會文化

方面，人在社會化之過程中，大環境多傳授「成功」或

「贏」之核心價值，因為成功可能帶來包括金錢的酬賞、

名望、愛、社會地位、權力和尊重等優渥的社會附加價

值 (卓國雄、盧俊宏，2005)。

在個體面方面，個人處在汲於追求卓越、精練事

物、相互競爭的社會環境中時，因為社會環境無法增

加個人的安全感及心理健康，反而會造成人們產生不

安全感，進而出現害怕失敗的心理 (卓國雄、盧俊宏，

2005；Birney et al., 1969)。而失敗會讓人產生恥辱、

慚愧、丟臉、無能、低自尊、信心受傷、自責和內疚等

等之負面情緒 (卓國雄、盧俊宏，2005)。可見害怕失

敗的原因，是從其成長過程中他人對我們之期望，及社

會觀點的影響所累積而來，以至於產生了「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的心理。

但是失敗往往是邁向成功的必經之路，Timmons 

(1990)研究指出，創業初期二年至五年間之新創公司失

敗率為 53%，且多數企業都是經歷二次失敗後才成功。

但事業經營的關鍵並非在避免失敗，而是從失敗中學

習，找出新的機會，並透過先前的失敗經驗來提升自己

的經營知識 (陳悅琴等，2010)。因此，經歷失敗創業

者可以將東山再起視為一種復原力的培養，從失敗之情

境中學習，並將過去失敗經驗用於事業經營活動，使失

敗經驗成為創業之資產，以降低再次失敗的風險 (陳悅

琴等，2010)。

Baumol (2002)指出創業者在開創新事業，以及提

供新產品 (或將要發行 )的同時，就代表創業者願意承

擔這過程中的風險；且經由創業者自我評估後認為創業

潛在回報大於潛在風險時，才有可能會去開創此新事

業。Addleson (1995)指出創業行動是由於創業者克服

了先前之不確定性所產生之結果。而這種不確定性進一

步提高了創業行動本身的困難度 (Amabile, 1997; Smith 

and Di Gregorio, 2002)，例如，創造新產品、新服務、

新創企業等 (Gartner, 1989; Schumpeter, 1934)。

由上述文獻可知害怕失敗往往是由於創業者無法承

擔未來之風險及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害怕失敗之心理，

進而採取逃避與拖延之情形。對女性而言，受到家庭與

文化影響，多傾向安穩的環境，加上較不被鼓勵去冒

險，容易有不安全感，因此，當創業中的風險增加，對

於害怕失敗之認知便會增加，進而影響有意願創業之女

性去從事行動。Arenius and Minniti (2005)研究結果

即顯示害怕失敗對於女性創業者會產生負向且顯著之影

響，故害怕失敗應會負向調節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之關

係。因此，據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說二：

假說二：女性擁有創業意圖與採取創業行動之關係，

會受到害怕失敗之負向調節效果。

創業知識之調節效果

知識被公認為除了有形資本及勞動力外，另外一

個能夠使經濟增長之關鍵因素。知識亦可以轉化為產

品及工藝，藉此也可以開發出新的商業機會 (Mueller, 

2006)。而 Audretsch et al. (2008)研究指出經濟績效不

僅僅是新知識之創造，也必須藉由敢於創新之創業者願

意去開發新的產品及工藝，才能夠確定知識為經濟增長

之關鍵因素。事實上，新知識所創造的經濟價值是不確

定的，將知識轉化為新產品及新工藝之不確定性結果會

需要風險的投資；這種投資會產生，通常是創業者實行

了創業行動 (Audretsch et al., 2008)。

Audretsch (1995)的創業知識溢出理論中，提及在

擁有豐富的知識背景之下，會創造出更多的創業機會，

也會造就更多擁有創業意圖的人。此外，若是開創之新

企業，在新知識之基礎上失敗的話，其實失敗本身就創

造了新的知識，也就是說創業可以產生新的學習效果

(Audretsch and Keilbach, 2008)。由上述文獻可以發現

知識在創業中之重要性。

陳志遠等 (2007) 將知識定義為：「從個人的教

育背景、個人的興趣、事業知識以及工作經驗中，所

累積的知識」。Harris (1996)認為知識是資訊、背景

(Context)及經驗 (Experience)之組合；背景指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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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知識

創業意圖

假設1

假設2

假設3

創業行動

害怕失敗

圖 1 研究架構及假說

們看待事情之觀念，會受到社會價值觀、宗教信仰、天

性及性別之影響；經驗則是指個人過去到現在所獲得的

知識 (溫肇東，2000)。McMullen and Shepherd (2006)

則將知識定義為從技術之改變去看到並尋找到新的機

會，進而將機會轉變為自己創造新產品或服務的能力。

本研究綜述諸位學者之定義，將創業知識定義為「創業

者本身擁有與創業相關所需之經驗 (過去的工作經驗或

創業經驗皆算是 )、技能及相關產業之知識」。

創業者的知識大多是來自於過去的職涯經驗 (Evans 

and Leighton, 1989; Shane and Khurana, 2003)、連續

創業 (Kolvereid, 1996)及申請專利 (Roberts, 1991)等，

而這些知識都已被證明為促進創業行動最好的推手。

Wiklund and Shepherd (2003)認為創業意圖及創

業行動會與個人的知識有著密切的相關；而且每位創業

者所累積的背景及知識可用來預測創業行動及降低失敗

機率。Audretsch (1995)的創業知識溢出理論中，也提

出在擁有豐富的知識背景之下，會創造出更多的創業機

會，也會造就更多願意從事創業行動的人。因此，可以

看出創業知識對於創業意圖及行動之影響，許多創業者

雖然擁有創業之意圖，但往往卻沒有真正去從事創業行

動，許多原因是出自於創業知識之不足，例如：Wang 

and Wong (2004)的研究發現學生對創業有濃厚的興

趣，然而礙於商業知識的不充足，且其並未準備好為實

現創業夢想承擔風險，以致無實際的創業行動。根據上

述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說三 (研究架構請參見圖 1)：

假說三：女性擁有創業意圖與採取創業行動之關係，

會受到創業知識之正向調節效果。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

全球創業觀察為國際性創業調查計畫，1998年由

美國 Babson College 及英國 London Business School

數位教授所發起，至今已發展 15年，共有近 70國家

研究團隊共同參與創業調查。臺灣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支持下，分別於 2002年、2010年至今 (2013年 )參與

GEM。本研究以臺灣 2010 ~ 2012年 (共三年 )之資料

進行分析。

為使各國所得到的研究數據能夠進行統一分析比

較，GEM的研究設計非常強調協調性，因此在調查方

式與內容上，均採用仔細設計過的題項，並經過多年的

檢驗，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

GEM 之調查方法主要可分為：( 一 ) 成人人口調

查 (Adult Population Survey，以下簡稱 APS)：各國在

標準與統一的研究設計與流程下，以隨機抽樣方式，

每年電話訪問收集至少 2,000筆有效資料，藉以了解各

國創業活動情形，調查內涵包括態度 (Attitudes)、活

動 (Activity)、抱負 (Aspirations)。(二 )國家專家調查

(National Expert Survey，以下簡稱 NES)，針對九大領

域共 36位專家，進行面對面訪談，以獲取不同領域專

家對國家創業環境現況專業意見 (劉常勇等，2010)。

本研究以 GEM之 APS資料庫中的臺灣女性 2010

年 (1,037 份樣本 )、2011 年 (1,000 份樣本 )，及 2012

年 (1,004份樣本 )，共 3,041份之女性樣本 1
進行實證

分析。

註
1
：本研究將不同年份加入整體模式進行控制後，發現並無任何顯著差異影響效果，因此將其合併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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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範圍與方法

臺灣 GEM調查以 20個縣市之市內電話住宅用戶

為調查範圍，以居住於調查區域範圍內 18 ~ 64歲之民

眾為調查對象。2010年至 2012年均由政治大學民調中

心進行隨機戶中抽樣 (隨機抽取家中成員 )調查訪問，

三年總計 6,021份民眾樣本。

本調查依照 GEM總部之 APS問卷，進行多次的

翻譯與校對，考量電話訪談的難度較紙本填答高，特別

加強調查問卷的口語化，但又必須兼顧問卷題項的英文

原意，因此經歷五次以上的不斷校對與修改過程，並分

兩批次針對實際創業者 (每次約 10位 )做題意及口語

測試，待確認實際電話訪談的效果與品質後，才進行正

式施測 (蔡依倫、謝如梅，2012)。

變數及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之變數分別為「創業意圖」、「創業行動」、

「創業知識」及「害怕失敗」四個變數。而控制變數的

部分，包含年齡、教育程度及家戶所得等變數。

由於本研究之自變數及調節變數為名目尺度 (是、

否 )，但在多元迴歸分析當中，當預測變數為類別變數

之非計量性資料時，必須轉換為虛擬變數 (陳正昌等，

2012)，因此，本研究將自變數與調節變數之「是」與

「否」分別以「0」及「1」為代表後才投入迴歸分析。

創業意圖

「創業意圖」主要在測量受測者對於未來是否創業

之想法，題目為「未來三年，您是否有期望自行創業，

或跟別人合作創業？包括任何形式的自己當老闆都算？

以名目量尺計分 (0 = 否，1 = 是 )，回答「是」者，代

表其在未來三年具有創業之意圖，回答「否」者，則反

之 (Choo and Wong, 2006)。

創業行動

「創業行動」係參酌 Davidsson and Honig (2003)

之加總方式，來計算每位女性受測者對於創業行動之準

備程度。在從事創業與否上本研究於問卷中採用 4題有

關之題項，分別為「您是否正嘗試自行創業，或跟別人

合作創業？這裡指的創業包括：自己當老闆、買賣商品

或服務都算。」、「您現在的工作內容是否包含正獨自

或跟別人一起為您的老闆開展新事業、或創設新公司？

只要是您的工作內容跟開展新事業有關就算。」、「目

前您是否自己或跟別人共同擁有一個事業？您會幫忙經

營、銷售商品、提供服務，或自己當老闆。」及「過去

三年內，不包括購買股票或共同基金，您個人是否投資

過別人的新事業。」，此四項題目皆以名目量尺計分 (0 

= 否，1 = 是 )，最後再依照創業者勾選「是」選項的多

寡進行分數加總，最高分為 4分，最低分為 0分 (4分

代表創業者對創業行動之準備度非常高，0分則代表創

業行動程度非常低 )，並以該分數來評定從事創業行動

之程度。

害怕失敗

「害怕失敗」之題目為「您是否會因為害怕失敗而

不想去創業 ?」以名目量尺計分 (0 = 否，1 = 是 )，回

答「是」者，代表其確實會因為害怕失敗而不去創業，

回答「否」者則反之 (Minniti and Nardone, 2007)。

創業知識

「創業知識」主要係測量受測者是否擁有創業上

之相關知識或經驗，題目為「您是否已經具備創業所需

的知識、技能及經驗 ? 」以名目量尺計分 (0 = 否，1 =

是 )，回答「是」者，代表其擁有創業之相關知識、技

能及經驗，回答「否」者則反之 (Ramos-Rodríguez et 

al., 2010)。

控制變數

過去研究指出年齡與創業行動呈現倒 U型之關係，

年齡過低或過高均不利採取創業行動 (Ucbasaran et al., 

2009)。此外，教育程度與創業知識息息相關，當女性

之教育程度越高，相對也較有利於創業行動。再者，創

業行動首要會面臨資金問題，當家戶所得偏低時，將不

利於創業行動之展開。為避免上述變數影響本研究之實

證模型效果，因此以年齡、教育程度及家戶所得三項做

為控制變數，衡量方式以區間分類 (詳細區間分類請見

表 1)。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9.0 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

計」、「相關分析」及「多元階層迴歸」之分析，來考

驗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並根據所得到之結果加以討論

及分析。

樣本資料描述

本研究採用 GEM 2010 年、2011 年及 2012 年，

共計 6,021份樣本，其中女性樣本共 3,041筆，經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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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之基本資料統計表 (%)

基本資料 樣本數 百分比

年齡

18 ~ 24歲 392 13.1 

25 ~ 34歲 723 24.1 

35 ~ 44歲 692 23.0 

45 ~ 54歲 694 23.1 

55 ~ 64歲 504 16.8

家戶所得

$0 ~ $800,000 (NT) 1,336 44.4 

$800,001 ~ $1,600,000 (NT) 913 30.4 

$1,600,001 ~ $2,400,000 (NT) 209 7.0 

$2,400,001 ~ $3,200,000 (NT) 56 1.9 

$3,200,001 ~ $4,000,000 (NT) 16 0.5 

More than $4,000,000 (NT) 22 0.7

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1,320 43.9

大學／專科 1,473 49.0

碩士以上 210 7.0

權觀察值
2
後有效個數為 3,006份女性樣本，樣本之基

本資料整理如表 1。

問卷受測者之年齡以「25 ~ 34 歲」所占比例

24.1%為最高，其次為 「45 ~ 54歲」的 23.1%及「25 

~ 34」歲的 23.0%。問卷受測者之家戶所得部分，大多

分布於 0 ~ 1,600,000元間，以「$0 ~ $800,000元 )」

所佔之收入比例 44.4%為最高，其次為「$800,001 ~ 

$1,600,000元 )」之 30.4%。問卷受測者的教育程度以

「大學／專科」所佔比例 49.0%為最高，其次為「高中

以下」之 43.9%。

各研究變數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先針對各研究變數進行皮爾森 (Pearson)積

差相關分析，以探討各變數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性與方

向性。表 2為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

由表 2可得知，創業行動與創業意圖、創業知識

呈現顯著正相關，並與害怕失敗呈顯著負相關。由上述

各研究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可以得知，創業者的創業行動

會與創業意圖、創業知識及害怕失敗皆有顯著性的相關

性，也與本研究提出之假說方向相同。

假設驗證與研究結果

以階層式迴歸模式分析創業知識與害怕失敗對於創

業意圖及創業行動間之影響。首先模式一置入控制變數

(年齡、家戶所得及教育程度 )，接著於模式二置入自變

數 (創業意圖 )，模式三置入調節變數 (創業知識及害

怕失敗 )，最後，置入創業知識與創業意圖之交乘項，

及害怕失敗與創業意圖之交乘項以進行迴歸分析。

由表 3所述，模式一為受測者之年齡 (β = -0.020, 

p > 0.1)、家戶所得 (β = 0.081, p < 0.001)及教育程度

(β = -0.014, p > 0.1)等基本變數，結果顯示其對於創

業行動具有顯著的解釋變異量，發現家戶所得的高低

亦有可能影響擁有創業意圖的女性去從事創業行動 (見

表 2 研究變相間之相關係數

Mean Std. 1 2 3 4 5 6 

1.年齡 4.06 1.289 －

2.家戶所得 1.66 0.879 -0.006 

3.教育程度 1.63 0.622 -0.296 ** 0.298 ** 

4.創業行動 0.30 0.669 -0.020 0.072 ** 0.015 

5.創業意圖 0.26 0.441 -0.155 * 0.002 0.022 0.189 ** 

6.創業知識 0.22 0.412 0.066 ** 0.061 ** -0.015 0.362 ** 0.175 ** 

7.害怕失敗 0.45 0.498 0.033 -0.058 ** 0.030 -0.088 ** -0.012 -0.101 **

註：*p < 0.05，**p < 0.01。

註
2
：全球創業觀察 (GEM)資料庫為隨機抽樣調查，為使樣本與母體特徵一致，因此在抽樣時會設定性別抽樣比例、地區
別人數比例與年齡分布比例等。但在抽樣的過程中，仍可能有些微出入，因此透過加權觀察值以平衡樣本與母體之

間的些微差異。實際操作結果後發現，台灣資料庫之觀察值加權後差異不大，對假設驗證結果也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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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創業意圖、創業知識及害怕失敗對創業行動之多元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創業行動
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控制變數

年齡 -0.020 0.008 -0.017 -0.017 -0.014

家戶所得 0.081 *** 0.079 *** 0.051 ** 0.047 ***

教育程度 -0.014 -0.010 0.001 -0.002

自變數

創業意圖 0.178 *** 0.114 *** 0.165 ***

調節變數

創業知識 0.342 *** 0.318

害怕失敗 -0.060 *** -0.017

交乘項

創業知識×創業意圖 0.042

害怕失敗×創業意圖 -0.108 *** 

R2 0.006 0.037 0.157 0.164 

△ R2
－ 0.031 0.12 0.007 

F-value 5.266 *** 23.980 *** 76.603 *** 60.257 ***

註：*p < 0.05，**p < 0.01，***p < 0.001。

表 3模式一 )。

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之關係

模 式 二 加 入 自 變 數 創 業 意 圖 (β = 0.178, p < 

0.001)，由表 3可看出創業意圖對於創業行動具有顯著

的解釋變異量 (R2 = 0.037, F = 23.980, p < 0.001)，結

果顯示創業意圖對創業行動確實有顯著影響效果 (見表

3模式二 )，也就是說越有創業意圖之女性，越有可能

從事創業行動，此結果支持假說一「擁有創業意圖的女

性，對於採取創業行動有正面顯著之影響」。

0.4

0.35

0.3

0.25

0.2

0.15

0.1

0.05

-0.05

創
業

行
動

害怕失敗及創業知識的調節效果

模式三加入創業知識及害怕失敗此兩調節變數，結

果顯示創業知識及創業意圖對於創業行動具有顯著影

響效果 (R2 = 0.157, F = 76.603, p < 0.001) (見表 3模
式三 )。

最後，加入自變數與調節變數之交乘項，為避免自

變項與交互作用項相關過高而產生共線性問題，本研究

將交乘後之數值予以平均化處理 (Mean Centering)以避

免該情況產生 (Aiken and West, 1991)，分別為創業知

識×創業意圖 (β = 0.042, p > 0.01)無顯著關係，及害

害怕失敗

不害怕失敗

0

創業意圖

圖 2 害怕失敗對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之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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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失敗×創業意圖 (β = -0.108, p < 0.001)達顯著影響。

換言之，擁有創業意圖之女性，會因為害怕失敗而降低

其從事創業行動 (見表 3模式四 )。

由圖 2 之調節效果圖可知，當女性知創業意圖越

高，又不害怕失敗時，其從事創意行動之可能性越高

( 正斜率 )，反之，當女性創業意圖越高，而其越是害

怕失敗時，則會降低女性從事創業行動之可能性 (負斜

率 )，其結果支持假設二「具有創業意圖的女性與採取

創業行動之關係，會受到害怕失敗之負向調節效果」。

此外，擁有創業意圖之女性，並不會因為有無創業知識

而影響其從事創業行動，不支持假說三「具有創業意圖

的女性與採取創業行動之關係，會受到創業知識之正向

調節效果」。

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論與討論

創業意圖與行動之關係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女性之創業意圖與創業行動有

著顯著正向影響關係，亦即當創業意圖越高時，其從事

創業行動之程度也會增加，與 Chandrashekaran et al. 

(2000)之研究結果一致。由於具有創業意圖之女性，對

於創業行動已有某種程度之欲望，因此只要有適當機會

她們便會去從事創業行動。

害怕失敗與創業知識之調節效果

害怕失敗對於創業意圖及創業行動之關係有顯著

負向調節效果，亦即當女性擁有創業意圖時，其會因

為害怕失敗而阻礙其從事創業行動；此研究結果雖與

Arenius and Minniti (2005)之研究相似，但本研究將其

視為創業意圖至創業行動過程中之調節變數。推論其原

因可能是由於臺灣之社會文化，推崇成功創業者，而失

敗者則常會被冠上不好之印象。此外，失敗之後需面對

投入之資金與努力付諸流水之巨大風險，因此，對於創

業之未來不確定性感越高時，擔心失敗的心理壓力也會

越高，故會降低有創業意願的女性去採取行動的程度。

綜合言之，害怕失敗對於女性創業者有一定的影響程

度，即使擁有非常高之創業意圖，但是當其對於未來不

確定感之認知非常高時，其害怕失敗之心理因素便會產

生，此時便會產生畏懼、退縮及擔憂等行為，她們會不

斷反覆地檢視此創業行動之利弊，當所得到之利益小於

潛在成本時，便會阻礙其從事創業行動。

另一方面，創業知識為調節變數時無顯著之影響關

係，此結果與本研究之推論不符，亦即，擁有創業意圖

之女性並不會因為是否擁有創業知識，而影響其從事創

業行動。綜合而論，本研究認為導致創業知識之調節效

果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由本文之實證結果

可知創業知識是影響行動之重要前因，因此知識仍具備

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Wiklund and Shepherd (2003)

之研究亦驗證此關係。然而實務上，創業者本身並不一

定要具備極高的創業知識，可搭配由創業團隊成員的專

業知識或是外部業師的輔導協助來補強，因此高度創業

意圖能有助於創業行動的產生，但結合創業知識的增強

或減弱效果反而不顯著。其次，由於本研究對創業知識

之理論定義與操作性定義均較為廣泛，並不僅限於創業

所需之生產、行銷、人事、研發或財務等管理知識，亦

包含對於欲創業之產業的市場領域知識、經驗與技能，

因此在未詳加區分知識類型的情況下，可能導致不易驗

證出哪些知識會產生調節效果。

家戶所得對創業行動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戶所得亦是影響創業行動之重要

因素，與 Autio (2005)研究發現當女性之家戶所得越高

時，就越有可能從事創業行動之結果呼應。推論其原因

可能是對於家戶所得低之女性而言，由於資本有限，在

創業時會更小心翼翼，必定會經過一番之評估，才會考

慮是否該創業，若是評估之結果不盡理想時，便會阻礙

其從事創業行動。

學術意涵

隨著女性創業之比例與重要性漸增，應有必要深入

且單獨地探討女性創業之相關議題。本研究著眼於女性

創業意圖與行動之間的關聯性，發現創業意圖的確是影

響創業行動的重要前因，在理論貢獻上，可強化現有女

性創業研究之發現。

其次，創業意圖至行動之間的研究甚少，主因來

自於樣本的接觸不易，臺灣人雖普遍認知具備有高度

創業意圖，但實際投入創業準備者分散在各個角落，除

非真正登記開業，否則難以接觸到籌備中之新生創業者

(Nascent Entrepreneur)。本研究以臺灣 GEM三年資料

庫，搭配嚴謹的抽樣過程與大規模樣本，加上專業的電

訪員配合電腦跳題系統，透過電話訪問到3,006位樣本，

在資料的嚴謹性上應更能符合臺灣女性的現況。

再者，過去創業文獻多討論不確定性在創業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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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預防的作用，但未實際深入分析其影響效果。本研

究根據 McMullen and Shepherd (2006)之理論觀點，

探討害怕失敗之調節效果。現實中有創業意圖很容易，

但願意冒高度風險實際投入資源與時間者寡，本研究結

果顯示害怕失敗的確是降低有創業意圖之女性採取行動

的影響要因。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害怕失敗、風險承受

及失敗學習等相關議題加以探討，應有助於擴展女性創

業研究之理論應用範圍。

管理意涵

在實務意涵方面，雖然創業知識於直接效果時為顯

著正相關，為調節效果時無顯著之關係，但是知識對於

創業者而言是非常重要之個人資產，知識可以讓創業者

擁有更穩固之基底，於未來面對各項不確定及風險時，

才能夠有夠周全之評估，因此，本研究建議擁有創業意

圖之女性創業者，應多累積相關之經驗，不管是相關產

業之工作經驗、技術或是知識等，但不需被是否擁有足

夠創業知識所侷限而躊躇不前。

本研究發現害怕失敗是阻礙女性採取創業行動之

關鍵要素，建議可從三方面著手加以改善：第一，害怕

失敗是心理認知因素，有時候是自己嚇自己、或是他人

的經驗與社會文化觀念灌輸所致，若要克服此種心理因

素，並非抗拒不願嘗試，反而更應該仔細評估可能的風

險與報酬，甚至透過一些實際的試誤 (例如：推廣試吃、

試賣或是市場調查 )，來瞭解真正可能必須付出的成本

與利益，而不是抗拒面對。

其次，失敗與學習息息相關，許多創業成功案例

均是由無數次失敗經驗累積而成，因此政府若要推廣女

性創業，建議可協助建構安全網，讓有興趣創業的人，

可以先小規模嘗試創業，或提供更多的失敗後輔導與調

適之機制，例如：創業保險制度、各種創業演練與模擬

平台、失敗後的心理輔導及協助等，而非一味地鼓勵創

業，卻忽略不斷嘗試失敗與站起來的過程，可能更需要

協助。換言之，社會上若有較佳的創業安全網，或許能

降低害怕失敗的壓力與後續負擔。

最後，目前政府對於有意願從事創業者，提出許多

輔導或協助計畫，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所推出的「創

業台灣計畫 (Start-up Taiwan)」，提供創業育成課程計

畫，2013年開始並整合婦女創業飛雁計畫，以及教育

部自 2009年起推動的「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簡

稱 U-START計畫 )」，目的均是讓有創業意圖者，能

獲得外部資金或輔導協助，進而投入實際創業行動。許

多女性不敢投入創業的原因之一在於資金，若善用政府

輔導與貸款、補助的資源，可以降低創業中對於風險承

受的害怕失敗程度。

研究限制與建議

首先，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在於變數之信度與效度

之衡量，由於創業意圖、創業知識及害怕失敗皆為單

一之題項，因此無法對此三個變數進行信度與效度之

分析。然而，由於 GEM之題項已經過十多年、全球將

近 70國的資料收集與驗證，因此應仍具有一定之信度

與效度。

第二，本研究雖整合三年的資料庫數據，但每位

受訪者均為獨立在單一時間進行訪問，因此屬於橫斷面

(Cross-sectional)之研究，無法真實反映出擁有創業意

圖之女性是否有真正去從事創業行動，因此建議未來研

究應該朝向縱貫面 (Longitudinal)之研究方向，透過長

期之追蹤調查來觀察擁有創業意圖之女性是否真會從事

創業行動，而此過程中又因為哪些因素而阻礙或促使其

從事創業行動。

此外，由於本研究之資料均為同一人在同一時間回

答，為降低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的問題 (Podsakoff and Organ, 1986)，在依變數的衡量

上，是採用四項客觀之創業行動指標加以測量，當創

業者本身有進行該項活動時得一分，分數越高顯示創

業行動程度越高，因此在結果分析上應能降低此疑慮

(Podsakoff et al., 2003)。

在創業知識的部份，由於本研究對創業知識之理論

定義較為廣泛，因此在未詳加區分知識類型的情況下，

可能導致不易驗證出哪些知識會產生調節效果，因此，

建議往後之研究可以於問卷中先將創業知識定義清楚，

才可深入了解創業知識之調節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家戶所得對於女性創業行動有相當顯

著之影響，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資金相關議題及女性相

關之背景因素進行探討。此外，本研究僅針對女性樣本

進行分析，探討在創業意圖至行動之間的調節變數，建

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比較性別差異，且深入分析創業知

識之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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