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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瘋創業　創新還是創「辛」
記者 丘博元 報導  

每個⼈勢必都想像過⾃⼰當老闆，不⽤再看別⼈眼⾊過⽣活的⽇⼦。我國的薪資
結構⻑年被固定住，從底層做起的薪資遠遠比不上企業⼤老闆；再加上社會新鮮
⼈普遍起薪較低，若還要在外租房⼦，三餐⽔電全⼀⼿包辦，⽣活品質很難有所
提升。這樣的情況，導致近幾年來學⽣以及青年創業逐漸成為趨勢，也為台灣的
新創產業挹注新⽣命⼒。
 

台灣創業現況
台灣⼈⼝約兩千三百萬⼈，⼟地⾯積約三萬六千平⽅公⾥，兩項數據與全世界其
他國家相比，都不是很佔優勢。但在2018年的GEDI（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全球各國創新創業競爭⼒的
「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EI），台灣的綜合排⾏榜中排名第18名，在亞
太區排名第3。綜合排⾏的⾯項包含「創業企圖⼼」、「創業能⼒」以及「創業態
度」，機構內的專家學者評比完三項分數後，再進⾏加權平均，最後得出總積
分，⽤以排出各個國家的排名。

2019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圖片來源／丘博元重製）資料來
源：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castnet.nctu.edu.tw/
javascript:void(0);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925
https://thegedi.org/global-entrepreneurship-and-development-index/


雖然⾃開始評比後，台灣的排名就⼀直維持在中前段，無法更進⼀步。但相對於
附近的先進國家，像是⽇本、韓國和新加坡，表現仍可說是可圈可點。根據我國
經濟部中⼩企業處發布的2020年中⼩企業⽩⽪書中可以看到，2019年的中⼩企
業數量達到了⼀百四⼗九萬多家，是近年來的新⾼。可以得知中⼩企業，⼜或者
說是新創展業的穩定性以及存活率趨於成熟。雖說是越來越成熟，但創業的成功
率還是普遍偏低，美國創業成功率⼤約落在不到百分之⼗，台灣則是在百分之⼗
到⼗五的區間。

另外從地域性來剖析，統計⾄2019年，全國中⼩企業的家數以及銷售額都以北部
為龍頭，北部地區的家數占全部的46.44%，⽽銷售額則占49.2%。可⾒在新創產
業中，地區可以說是決定成功與否非常重要的因素。

2019年台灣中⼩企業數量及銷售額分佈⽰意圖。（圖片來源／丘博元重
製）資料來源：經濟部中企處2020中⼩企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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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前的準備功課
對於現代學⽣⽽⾔，創業成為老闆，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活中越來越多
例⼦，像Facebook創辦⼈⾺克祖克柏（Mark Elliot Zuckerberg）、Airbnb創辦
⼈布萊恩切斯基（Brian Chesky）和喬蓋比亞（Joe Gebbia）等⼈，都是⼤學⽣
或畢業⽣創業成功的經典案例。不過畢竟⾝處台灣，風俗⺠情或經濟結構都與外
國有所差異。國外成功例⼦的運作模式套到台灣創業家⾝上，不⾒得會有很好的
成效，甚⾄可能全盤失敗。所以必須因地制宜，分析評估出台灣市場的潛在利益
及客群，再將其反映在商業模型上，才算邁向成功的第⼀步。

說到創業，⼤部分⼈可能都會想到成立⼤公司以及各種商業往來。其實創業的定
義並非那麼狹隘，加盟連鎖店或成立⼩⼯作室，也都是創業的⼀部份。畢竟想⼀
⼝氣創立⼀家國際型的公司是不太可⾏的，需要天時地利⼈和，才有些許成功的
可能性。

就讀台中科技⼤學國貿系的張⽻晴表⽰⾃⼰有創業的念頭，但還在分析加盟與創
立新品牌的優劣，兩者各有不同的優缺點，作為第⼀次接觸的⼈，需要花更多時
間仔細評估兩種⽅式的可⾏性和所需要的成本。⾃⼰創業可以依照⾃⼰的想法進
⾏安排，不管是營利模式或公司運作，相對來說⾃由度⾼很多，但必須考慮到開
發客⼾或者是如何與現今市場上性質相似的企業做出差異性。⽽加盟的好處不外
乎是客源相對穩定，公司運作或營利皆有總公司的標準流程可以參考，專利或者
是商標也不⽤煩惱，也可以等熟悉⽬前市場情況後，再創立⾃⼰的公司降低風
險。不過就免不了被抽成以及無法按照⾃⼰的想法做出各種促銷活動等狀況。
 

⼤學端的資源以及問題
育成中⼼的概念從美國萌芽，台灣在⺠國85年4⽉8⽇第⼗⼀次會議所核定之《⿎
勵公⺠營機構設立中⼩企業創新育成中⼼要點》確立了全國育成中⼼的設置辦
法。北部來說，育成中⼼的數量就將近130所，其中學校型的就有47所，這也是
台灣相對於國外比較特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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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學創新育成中⼼。（圖片來源／交通⼤學研究發展處）

學校設置的育成中⼼，是校友回饋⺟校或投資的好選擇。但也因為是教育機構，
審核標準⼤多較為寬鬆，包含的培育領域包羅萬象，有文化創意、建築、資訊、
醫療，甚⾄有美食和觀光旅遊類型。通過審核後便能享有辦公室以及裡⾯提供的
各種教育課程，也會給予更多與投資者接觸的機會，⼤幅提升成功機會。但就讀
國立交通⼤學的百川學⼠學程游毓堂則是認為與育成中⼼接洽端，溝通上常碰到
困難，雖密切信件往來，但成效不彰，導致最後不了了之。就算有再優渥的資
源，若溝通不良，無法取得使⽤資格，仍無法⾃由運⽤。同樣就讀國立交通⼤學
的材料系李易達表⽰，由於不太清楚校⽅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在沒有太多資
訊的情況下，會選擇貸款或是創投公司尋求初步的經濟援助。顯現出學校育成中
⼼的宣傳以及資訊公開，仍有進步的空間。

學⽣階段可說是⼈⽣的黃⾦時期，不僅知識學問達到⾼峰，記憶⼒、體⼒、熱⾎
衝勁更是學⽣的利器，不過凡事皆有⼀體兩⾯。國立交通⼤學產學運籌中⼼副主
任黃仕斌教授認為，學⽣的熱情消磨得很快，也因為年輕所以認為還有時間和退
路，對市場和社會的了解相對表⾯，故成功率⼀直無法突破。但與社會⼈⼠相
比，學⽣較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加上學校⽅⾯的資源，還是有⼀定的可⾏機
會。
 

⼀步⼀腳印 實做中學習
成功的竅⾨，不外乎勤於學習和練習。在學⽣的階段，需要的資源唾⼿可得，也
較不需要⾯對經濟壓⼒，享受各種有利條件之下，更應該思考怎麼化知識為⼒
量，為⾃⼰的將來做打算。創業固然是⼀條可⾏的路，但也不要被偏執蒙蔽雙
眼，認為⼀定要創業當老闆，⾃⼰⼀定會是成功的那個。透過⼀步步的探索，從
實作中學習，找到最適合⾃⼰的未來出路，才是⾝為學⽣該實⾏的。

關鍵字：學⽣、⼤學、創業、創新、中⼩企業

縮圖來源：丘博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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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丘博元

編輯 孫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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