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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人人口調查（APS） 

（一）創業活動 

1.  2011年之研究結果 

 2011 年 台 灣 之 早 期 階 段 創 業 活 動 （ 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簡稱 TEA ）為 7.9%，顯示每百位成人

人口中，約有 7.9 位正在從事及投入早期創業活動行為。目前台

灣現有 18-64歲成人人口約有 1,600萬人，可估算得知約有 126.4

萬人正在從事早期階段創業活動。 

 進一步細分創業階段，TEA中有 3.6%處於正在籌備階段（NE）、

4.4%屬於已經創立新事業未滿三年半者（BE）。 

 現有企業（創立超過三年半者）之比例為 6.3%。 

 台灣男性成年人投入在 TEA 活動的比例為 10.2%，女性則為

5.6%。 

2.  2010年與 2011年之數據比較 

 在 TEA 數據方面，台灣 2011 年（7.9%）雖較 2010 年（8.4%）

略低，仍高於新加坡（6.6%）、馬來西亞（4.9%）、日本（5.2%）、

韓國（7.8%），但低於新加入調查之泰國（19.5%）與澳洲（10.5%），

中國大陸則遽增至歷年新高（24%）。 

 在 TEA之創業階段方面，新生創業者（NE）與新創事業者（BE）

之差距有明顯的變化，BE之比例高於 NE（與 2010年相反），顯

示 2011 年台灣之早期階段創業者中，從籌備階段邁入新創階段

的數量增多。 

 在 TEA創業動機方面，2011年機會導向動機者之比例為 49.8%，

比 2010年(48%)增加 1.8%，顯示台灣早期階段創業動機偏向機會

發現（而非沒有更好的工作），此數據顯示台灣創業體質之提升。 

（二）創業態度 



1.  2011年之研究結果 

 台灣民眾認知到具有創業機會與創業能力之比例為 38.9%及

28.6%，但害怕創業失敗的比例卻高達 39.6%。 

 整體社會對於創業的認可中，以媒體對於創業的關注最高

（85.8%），但將創業視為很好的職涯選項（69.0%）及成功創業

家有高度之社會地位（62.7%）兩項，則有待提升。 

 在未來三年中想要創業的民眾比例達 28.2%，此數據顯示有超過

四分之一的台灣民眾均期待能夠投入於創業活動。 

2.  2010年與 2011年之數據比較 

 2011 年之數據顯示，民眾認知到創業機會的比例提高 9.3%，認

知自己具有創業的知識與技能，亦同樣略微提升 2.2％，害怕失

敗的比例依舊偏高（39.6%），但呈現些微下降的情況（- 4.2%）。 

 民眾認為媒體對於創業的報導與關注更高（85.8%），顯示不論是

政府或民間的創業活動均有相當高之媒體曝光率（2010 年為

78.2%）。 

 民眾對於創業做為職涯選項（69.0%）與社會地位（62.7%），也

都呈現正向提升的狀況（分別增加 0.6%及 5.2%）。 

 綜合而言，民眾對於創業態度之認知，均朝向正向提升之趨勢。 

（三）創業成就期待 

1.  2011年之研究結果 

 13%之 TEA新創企業自我預期未來五年將可創造 1-4個新工作機

會，28.8%預期未來將可創造 5-19 個新工作機會，20%的創業家

指出他們的新創企業未來將可創造超過 20 個以上的新工作機

會。 

 TEA中，高度國際化導向（超過 25%顧客在國外）之比例為 12.6%，

而低度國際化導向（1%以上顧客在國外）為 53.4%。 



2.  2010年與 2011年之數據比較 

 相較於 2010 年，今年之調查數據顯示，台灣早期階段創業者的

成長期待呈現增加的趨勢，雇用 5-19 人之比例增加 4.4%，雇用

20 人以上則增加 2.8%。顯示創業者普遍對於他們的新創事業之

成長抱有相當大的期待，也較為樂觀。 

 2011 年台灣早期階段創業者在創新程度部分略微提升 6%，但其

中低強度創新增加 9.1%，而高強度創新則略減 2.9%。整體而言，

創新程度呈現增加之趨勢。 

 2011年台灣早期階段創業者之國際化導向大幅提昇，雖然高度國

際化導向之比例並未有大大變化（增加 0.7%），然而在低度國際

化導向的部分，則大幅增加 21.94%，顯示台灣創業者邁向國際市

場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二、國家專家調查（NES） 

（一）專家問卷結果（2011年） 

1. 最高分的四個領域為：創業家社會印象（4.14分）、實體基礎設施

取得（4.11 分）、對創新之關注（3.86 分）、女性創業支持（3.76

分）。 

 創業家社會印象：專家均認同台灣對於創業家的社會認同度相當

高，媒體報導影響力亦相當大，此部分與 APS 調查結果相當吻

合。 

 實體基礎設施取得：專家認同新創及成長中的廠商約可在一個月

內取得公用事業設備（瓦斯、水、電力、廢棄物處理）、在一星

期內取得通訊設備（電話、網際網路等），顯示台灣在此部分對

於新創企業相當便利。 

 對創新的關注：專家認為不論對於公司或消費者而言，創新均具

有高度價值，因此台灣企業對創新的關注相當高。 

 女性創業支持：專家認同台灣社會對於女性創業的接受度相當



高。 

2. 最低分的四個領域為（低於 3 分）：教育與訓練（2.79 分）、研究

發展移轉（2.88 分）、商業與專業基礎設施取得（2.89 分）、政府

政策（2.97分）。 

 教育與訓練：專家認為在國中小學的教學部分，例如創業精神、

創造力等議題接觸太少。 

 研究發展移轉：專家認為新創企業很難取得足夠的資金或政府補

助來負擔最新技術，故在研究發展部分將可能受限。 

 商業與專業基礎設施取得：專家認為台灣雖有相當充足與良好之

商業與專業基礎服務提供給企業，但這些費用與成本對於新創企

業而言，相對過高。 

 政府政策：專家普遍認為政府政策不論是在中央層級或地方層級

方面，對於新創企業的支持仍相對不足，尤其是在公共採購方面

對新創企業之優惠不足。 

（二）專家訪談結果（2011年） 

1. 促進創業活動的主要優勢領域則為「文化與社會規範」、「實體基

礎建設取得」及「政府計畫」。 

2. 限制台灣創業活動的主要領域為「財務支持」、「教育與訓練」、「政

府政策」。 

3. 建議未來應積極朝向「政府政策」、「政府計畫」、「教育與訓練」

等領域加強。 

  



（三）NES結果比較 

1. 國家專家在填答問卷之分數與領域部分，與 2010年之專家問卷結

果相符，排名與分數雖略有些微差異，但是領域均相同，顯示專

家的觀點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也顯示一些重大議題（如政府

政策、教育與訓練等）仍需要時間規劃，而執行成效也需要長期

才能展現結果。 

2. 亞洲各國（新加坡、韓國、泰國、澳洲、馬來西亞）在專家訪談

部分均得到很類似的結果，高分領域多落在實體基礎設施取得。 

3. 台灣在創業家社會形象部分得到最高分、實體基礎設施取得其次。

由創業家社會形象部分之國際排名可知，台灣創業家相對獲得較

高的社會認可。 

在低分領域部分，亞洲各國在專家評分多指出國中小之創業教育最為

不足，其次為政府政策，結果相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