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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全球創業整體環境 
一、全球創業觀察(GEM)報告看臺灣現況 

  根據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報告，共調查 60 個

國家的成人調查(Adult Population Survey, APS)數據和 62 個國家的國家專家調查

(National Expert Survey, NES)數據。 

  該報告認為整體社會對創業的態度與氛圍會影響創業者的抱負，以及對創業活動的支持

度。因此 GEM 從三個面向評估創業的社會價值：一、人們是否認為創業是一種好的職涯選

擇；二、創業者的社會地位是否較高；三、媒體對創業者的報導是否正面。按上述項目評估

後，顯示出在全球 60 個國家中，68%的是處於工作的成人認為創業者在他們處的社經地位

具有較高的地位，而 61%的人群也表示每天從媒體接受到的訊息也是正面的，要素與效率

驅動的國家中，平均有 2/3 的成人認為創業是一個好的職業選擇；在創業趨動的國家中，

53%的人擁有相同的觀點。(參見圖 1) 

 

 

 

 

 

 

 

 

 

  社會態度反映社會如何看待創業，而個人對創業的感知，或多或少會影響到各體是否會考

慮創業，在自我感知能力上，不僅反映個人技能更顯現個體對創業的自信度。因此 GEM 從

四個面向評估創業自我感知：一、個體是否感知道存在於周圍的機會；二、對這些機會的利

用是否會受限於對失敗的恐懼；三、個體是否自信有創業能力；四、是否願意在未來三年付

諸創業實踐。因此以整體平均而言，處於工作的成人群體中，有 42%的人認為他們能從身

邊發現好的創業機會，超過 50%的人認為他們具備創業能力，卻其中有超過 1/3 的人，會

因為恐懼失敗而不敢創業。因此在 60 個國家的調查顯示出，平均有 21%的人打算在未來三

年內創業。(參見圖 2) 

 

 

 

 

 

 

圖 1 社會對創業認定價值對比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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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創業活動的階段(TEA)來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創業活動(TEA)比例會逐漸下

降，在要素驅動國家，比例達 21%；效率驅動國家，比例達 15%；創新驅動，比例達

8%。相對創新驅動國家，要素驅動國家中的成熟企業相對於 TEA 值要小很多，但是成熟企

業在該類經濟體中的數量卻是最高的，要素驅動國家達到 13%；效率驅動國家達到 8%；創

新驅動國家達到 7%。 

 另外企業內員工創業活動(Entrepreneurial employee activity, EEA)，也代表另一種形式的

創業。GEM 將員工創業活動認定為，員工開發產品或服務，以及設立新公司，但目的非優

於公司內部營運。在創新驅動國家中，很多人為他們的老闆而開展創業，而此類經濟體中的

員工創業比例最高，要素驅動國家達 1%；效率驅動國家達 2%；創新驅動國家達 5%。(參

見圖 3) 

 

 

 

 

 

 

 

 

 

 

 

 

 

 

圖 2 創業自我感知對比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圖 3 TEA、EEA 與成熟企業占比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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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業終止比例中，以要素驅動國家中最高，要素驅動國家，比重達 8%；效率驅動國

家，比重達 5%；創新驅動國家達 3%。 

  缺乏資金或收入，可以解釋要素及效率驅動國家中接近一半的創業終止原因。在創新驅動

國中，因缺乏收入或資金而終止創業者的企業數不足一半。效率及創新驅動國家將終止原因

歸於政府官僚，相較於要素驅動國家，比值高達 4 倍。(參見圖 4) 

 

 

 

 

 

 

 

 

 

 

 

 

 

  以早期階段創業活動(TEA)的動機來看，以全球絕大多數創業者都是被機會驅動的，要素

和效率驅動國家中，69%的創業者認為將機會做為創業動機的出發點，而非需求；創新驅動

國家中，機會驅動的創業者比例更高達 78%。在機會驅動創業者，一部分期望改善他們當

前的境況，或是尋求獨立，抑或增加收入，及改善驅動下的機會創業者(improvement-

driven opportunity, IDO)。 

  GEM 建立一個新的指標，及動機指數(Motivational Index)。動機指數表明，在要素驅動

國家，改善驅動的機會創業者是需求驅動創業者的 1.5 倍；在效率驅動的國家中，前者是後

者的 2 倍；創新驅動的國家中達到 3.4 倍。 

  按早期創業活動中的性別和年齡分布，以總體而言，女性相比於男性，創業的可能性較

低，但女性一旦創業，更可能是因為需求驅動。然而這種差異，在全球範圍內變化很大。從

發展水準的角度來看，要素驅動國家女性的 TEA 比例相比男性達到最高。在這些處於早期

創業活動的創業者中，接近 1/3 的女性創業者，更可能因為需求而創業。其中六個國家女性

創業比例與男性持平或略高(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秘魯、印尼)。 

  再從創業平均年齡來看，25 至 34 歲和 35 至 44 歲的人創業參與比例最高，這兩階段的

人群，處於職業發展的早期和中期階段。結果顯示出年輕群體的人生理想，尤其已經累積對

創業有益的經驗、網絡和其他資源的群體。 

圖 4 創業終止原因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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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驅動國家中，年齡在 55 至 64 歲的群體參與創業比例相對較高(參見圖 5) 

 

 

 

 

 

 

 

 

 

 

 

 

 

 

 

 

  以創業行業分佈來看，在要素及效率驅動中，幾乎接近或超過一半的創意者會選擇批發零

售行業，在創新驅動國家中，接近一半的創業者選擇資訊通信、金融、專業、服務、醫療、

教育及其他服務業。(參見圖 6) 

 

 

 

 

 

 

 

 

 

 

 

 

 

 

 

圖 5 創業者年齡分布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圖 6 創業者行業類型分布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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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創造就業機會來看，在要素驅動國家，預期的非雇主創業者比例最高，要素驅動國家比

重達 45%；效率驅動國家，比例達 39%；創新驅動國家占 45%。具有中等偏上增長期望

(雇員數達到 6 個或更多)的創業者比例，在各個國家中的水平相當，要素驅動國家占 18%；

效率驅動國家達 21%；創新驅動國家達 20%(參見圖 7)。 

 

 

 

 

 

 

 

 

 

 

 

 

 

 

 

  創新程度來看，GEM 評估創業者提供產品或服務對部分或所有消費者的新穎程度，以及

提供同類產品或服務的競爭者數量。平均而言，創新程度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提高，在要

素驅動國家，比例達 21%；效率驅動國家達 24%；創新驅動國家中的比例最高為 31%(參

見圖 8) 

 

 

 

 

 

 

 

 

 

 

 

 

圖 7 創業者在未來 5 年內雇用計劃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圖 8 創業程度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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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際化來看，按 GEM 國際化測量指標為，認為公司的銷售額中，25%及以上來自其所

在經濟體之外的創業者比例。以創新驅動國家呈現的數據最高為 20%，要素驅動國家為

6%；效率驅動國家為 13%。(參見圖 9) 

  巴拿馬和四個歐洲國家(盧森堡、瑞士、克羅地亞及斯洛文尼亞)，超過 1/3 個創業者有可

觀的國際市場銷售額，加拿大也呈現出較高的國際化水平，以此提升北美的整體水平。 

 

 

 

 

 

 

 

 

 

 

 

 

  以創業生態系統來看，GEM 通過國家專家調查，對當地的創業整體生態系統進行評估，

主要包括：融資、政府政策、稅收和行政體制、政府創業項目、在校創業教育和培訓、離校

創業教育和培訓、研發轉化、商業和專業基礎服務的可得性、內部市場動態性、物理與服務

基礎設施的可得性，以及社會和文化氣氛。 

  以整體來看，基礎設施、商業與法律規範、社會及文化氣氛得到較高的評分，在要素驅動

國家中，在各要素上有較多的障礙。從地理區域來看，北美經濟體的創業生態系統最完善，

非洲經濟體系的創業生態系統為最差。(參見圖 10) 

 

 

 

 

 

 

 

 

 

   

 

圖 9 國際化程度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圖 9 創業生態系統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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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Taiwan 

資料出處：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16 GLOB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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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企業發展指數(GEI)報告看臺灣現況 

  根據 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GEI)中顯示出，以此補足 GEM 數據上的不

足，從該報告可知道，GEI 是衡量一個國家創業質量，和支持的程度和深度企業家生態系

統，因此當 TEA 値越大與該國的經濟力越差，呈現負相關的指標，因為從報告顯示出最高

自營就業率是低收入國家，因為低收入經濟體缺乏創造高質量所需的人力資本和基礎建設工

作，因此這樣的創業素質很少創新；且機會感知與經濟成長則是呈現正相關，因此在報告中

所關注的對象是有機會帶動商業成功的創業者，且高成長性、可擴展性和創造就業機會，並

且我們定義的創業家精神為通過創業來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良好的策略只能通過專注於創

新，才有機會發展成成長型的創業，而非自營型的創業。 

  以全球 GEI 指數來看，臺灣去年的數值從 69.7，到今年為 60.7，被該報告列為最大跌幅

中的其中一個國家，以臺灣的額外 GDP 增長 10%對比 GEI 增長 10%數據中達到$142.19；

再者，機會驅動 TEA 與 GDP 呈現正相關，顯示出機會驅動 TEA 會影響經濟成長，以臺灣

來看，機會驅動 TEA 介於 3 至 4 之間與臺灣的 GDP 為 30 至 40 之間來看。(參見圖 1) 

 

 

圖 1 TEA 機會與 GDP 

資料出處：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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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臺灣對全球 GEI 的指數來看介於 54.2 至 67.2，平均為 60.7，全球排行第 16 名，為亞

洲區最高；另外以全球 GEI、創業態度指數 ATT(The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sub-

index)、創業能力指數 ABT(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sub-index)、創業志向指數

ASP(The Entrepreneurial Aspiration)排行 GEI 前 25 個國家相比較，臺灣 ATT 指數為 54.4

占全球排行第 21 名；ABT 指數為 53.6 占全球第 23 名；ASP 指數為 74 占全球第 4 名。(參

見圖 2) 

  另針對排行 GEI 前 25 個國家中，各別針對以機會知覺對 ATT 指數、以科技應用及人力資

源對 ABT 指數，以及創新產品與創新服務對 ASP 指數分別針對台灣有數據分析。(參見圖

3.4.5) 

 

 

 

 

 

 

圖 2 GEI 排行前 25 名的 GEI、ATT、ABT、ASP 指數及排行相比較 

資料出處：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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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GEI 排行前 25 名的 ATT 及細項指標及排行 

資料出處：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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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GEI 排行前 25 名的 ABT 及細項指標及排行 

資料出處：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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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GEI 排行前 25 名的 ASP 及細項指標及排行 

資料出處：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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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Taiwan  

資料出處：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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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節 

  綜上報告顯示出，全球創業者態樣，以創業平均年齡為 25 歲至 44 歲的人參與創業比例

最高，此未人口發展的青壯年期間，意味著創業者先於工作就業中累積對創業有益的經驗、

網絡和其他資源後才開始創業；以性別 TEA 來看，女性相較於男性，創業可能性比男性更

低，但女性一旦創業多因為需求導向而創業，但這種差異在全球變化很大；另以創新驅動國

家創業行業來看多以 ICT 資通訊及專業科學領域內創業。 

  臺灣在 GEM 報告中列為創新趨動型態，因此以臺灣與 GEM 創新趨動相比較之下，臺灣

整體創業的能力感知、機會感知、風險感知指數皆小於創新驅動的平均指數，且早期創業活

動指數(TEA)相較於創新驅動平均值小於 0.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在客觀環境上例如

社會對創業的印象，及大眾對創業者的社會地位等指數皆多於創新驅動平均整體指數，顯示

出臺灣對於創業有高度支持的評價與認知。在以臺灣女性與男性創業比例來看，性別比 TEA

指數與性別機會指數各達 0.5 及 0.8，為全球分別排行 38 名與 24 名，以此得知臺灣支持創

業，但創業環境本身並非營造對女性有利的創業環境。 

  以臺灣在 GEI 報告中來看，臺灣在全球企業發展指數中有下滑之趨勢，被列為最大跌幅的

國家之一，但仍在全球排行中占有第 16 名，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創業者的創業態度(ATT)、

能力(ABT)及志向指數(ASP)皆排行在 25 名之內，顯示出臺灣創業者的自我突破與創業信

心，報告中更提出臺灣在創業的優勢為產品創新與高成長率，缺點是競爭激烈，以此也可推

估出臺灣創業者多在同一個行業類別從事創業，因此因為社會環境的推波助瀾下促進人們創

業的決心，在創業同時選擇較容易進入的領域內創業，也因此創業的數量有高度成長現象，

以及在同領域內創業造成競爭激烈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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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全球女性創業整體環境 
一、全球女性創業觀察(GEM)報告看臺灣現況 

  根據 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報告顯示，本次報告共

蒐集 83 個國家，其中有 73 個是參與 2014 的調查，其餘 10 家僅參與 2013 年的調查。相

較於 2012 年的報告數據(僅 61 個經濟體參加調查)顯示出，至 2014 調查結束為止，整體的

TEA 增加 7%，並且性別差距已縮小 6%，其中有三個地區影響最劇烈，開發中亞洲(因素與

效益趨動亞洲)、拉丁美洲與創新驅動的歐洲。 

  在 83 個國家中，依各別 TEA 指數，顯示出巨大差異，從 42%的 TEA(奈及利亞、尚比亞)

到只有 2%TEA(日本、蘇利南)；其中有 10 個國家的女性 TEA 率等同於男性，分別為拉丁美

洲的薩而瓦多和巴西、加勒比海、東南亞地區的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非洲地區

的尚比亞、奈及利亞、烏干達、迦納；相反地，因素與效益驅動的歐洲地區與創新驅動的亞

洲地區女性 TEA 率，皆不到男性 TEA 率的一半，其中差異最大的是土耳其，相當於 10 個

男性企業比上 3 個女性企業。 

  依創業者年齡，因素與效益驅動型國家的創業者，年齡層落在 25-34 歲的青壯年；而創

新驅動型國家的創業者，年齡主要在 35-44 歲左右，以中壯年為主。再依創業教育程度來

看，就教育程度而言逐漸性別平等，尤其女性創業者中有二次以上高等學歷經驗占 33%，

比起男性 36%，相差不多，其中以因素與效益驅動的歐洲與創新驅動型經濟體最為常見。 

  依照創業動機來看，高 TEA 率與經濟發展有高度關聯性；另外，在因素與效益國家中，

女性比男性更能感知良好的創業機會，從 2012 年報告中顯示出歐洲、以色列、美國有更多

的女性創業機會，在性別比例上較少出現變動；但在亞洲，特別是在創新驅動型亞洲，對於

創業機會的態度是低落的。 

  再依創業能力來看，創業能力與 TEA 有正相關，因此在男女比上是男 59%與女 46%，此

數據顯示出對於男女在外在環境所產生機會的看法，這是一變動的因素。在能力看法上，是

反映自我的認知，同時也能顯示出判斷風險及保持穩定的因素。對於創業失敗的恐懼來看，

能顯示出創業者對於風險的感知能力，其中非洲的恐懼率是最低的，在亞洲經濟體上女性恐

懼率比男性還低，但更廣泛的性別差距是在因素與效益的歐洲與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按創業行業類型來看，整體顯示出 2/3 的女性創業家是經營消費性產業，其中又有 3/4 的

女性企業家主要來自於非洲、因素與效益驅動的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相較於男

性在經營消費性產業者，僅佔 45%。另外，在創新驅動的歐洲和北美，有較高比例是在知

識型產業類別。 

  此外，報告中顯示出與一般以創新驅動國家更能增加就業率不一樣的結論，但在本報告中

的調查顯示出，較多女性就業率是誕生在較高因素及效益驅動型歐洲，相較於平均而言，大

大增加就業率。 

  依創新水平來看，將近一半的女性創新水平比男性企業相等或更高，例如在 3/4 的因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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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驅動的歐洲，創新程度呈現比男性企業者表現優異。這部分顯示出，該地區的女性受教

育的程度普遍偏高；另外，在智利與印度的超過一半女性認為他們自己是提供創新產品與服

務。 

  依就業意願與創業相關性來看，從 2012 年報告指出，在 61 個經濟體中，僅有 9%的女

性有就業意願與有 6%的女性有創業意願，然而這樣的下降，也出現在男性創業者，因此在

這部分幾乎沒有因為性別而有變化，在因素與效益驅動的亞洲、效益驅動的歐洲與以色列，

這兩率與工作期望的性別比例皆有所下降；然而卻在創業部分得到改善，但對於創新創造就

業是低於預期，在創新驅動的亞洲看到下降的趨勢，但在美國則呈現上升的趨勢。 

   

  以創業意向來看，創新驅動亞洲女性比例為 12 與男女比為 0.75 皆低於 GEM 平均值分別

為 22 與 0.76。再看到臺灣的創新意向與實際創業的比例來看，女性比例界於 20%至 30%

間，至於男性比例則高於 30%；無論男女的個別比例皆高於創新驅動亞洲國家，僅低於創

新驅動中東國家(參見圖 1) 

 

 

 

 

 

 

 

 

 

 

 

 

  依早期創業活動(TEA)來看，創新驅動的國家有更大的資源可用性及更加富裕的市場，可

能刺激增加激勵創業精神，但是目前就工作環境中有許多就業福利，如保健、家庭休假、養

老金等因工作的環境保護，而減少創業偏好。因此再創新驅動的國加顯示出低 TEA，可能諸

如工作和女性對工作的偏好因素所致。因此在報告中顯示出創新驅動亞洲的女性 TEA 比為 6

與 TEA 性別比 0.54，皆小於 GEM 平均值分別為 11 與 0.69。以臺灣的 TEA 來看，女性

TEA 比小於男性 TEA，按數據所示女性 TEA 比例界於 5%至 10%，而男性 TEA 則超出

10%。(參見圖 2) 依數據顯示出，創新驅動亞洲的女性 TEA 為-5%及 TEA 性別比為-10%皆

低於 GEM 平均值分別為 7%及 6%(參見圖 3)，因此該地區表現出低女性 TEA 及低性別平

等。 

 

圖 1 Percentage of Adults Intending to Start a Business i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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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EA Rates of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3 Percentage Change in Female TEA Rates and Female/Male TEA Ratio from 2012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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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實際開業來看，創新驅動亞洲與歐洲，反映出女性低企業啟動率，亦可從低營業稅率反

映低創業率，從上述的低 TEA 率顯示出較在該區域依靠長久以往的成熟企業與商業行為，

相較下較少出現新的企業與商業行為。就臺灣而言，臺灣女性的企業啟動率介於 8%至 10%

間，男性的企業啟動率則高於 15%，臺灣女性的企業啟動率皆高於創新驅動國家，而男性

僅低於希臘的男性企業啟動率(參見圖 4)，以此顯現出臺灣女性在創業的行動力。 

 

 

 

 

 

 

 

 

 

 

 

 

 

 

 

 

 

 

 

 

 

 

 

 

 

 

 

 

 

 

圖 4 Established Business Ownership i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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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企業倒閉率，對於創新驅動的國家，低企業倒閉率反映出缺乏商業活力，在這些國家

中女性企業倒閉率比男性更少，與 TEA 的性別差距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企業倒閉率

性別比來看，女性倒閉率高於男性倒閉率，此特徵與創新驅動國家趨勢不同(參見圖 5)。另

對於因素及效率驅動，與創新驅動的國家相比較，創新驅動國家的創業活動，已邁向一個成

熟的階段，因此在 TEA 呈現上較少，因此推估開始進入可持續性的商業活動或商業環境，

呈現永續經營的狀態(參見圖 6)。 

 

 

 

 

 

 

 

 

 

 

 

 

 

 

 

 

 

 

 

 

 

 

 

 

 

 

 

 

 

圖 5 Business Closure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6 Multiphase Analysis of Activity, by Development Level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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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年齡來看，18 歲至 24 歲的 TEA 相較較低，而 25 歲至 34 歲的 TEA 為最高峰，因此針

對創新驅動的亞洲與歐洲，這些國家的 18 歲至 24 歲的 TEA 不到 1%，這可能是這階段的

女性在就讀大學的原因。(參見圖 7) 

 

 

 

  從教育程度來看，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力參與、經濟競爭力及生產力。教育能影響個人的

自我效能感與自信積極，以此增加勞動參與率與創業，雖然本研究未直接顯示出教育程度與

創業的關聯性，但這項發現由高盛萬名女性調查結果發現，訓練及教育使女性在發展中經濟

體產生差異。在臺灣方面女性的平均教育水準接近 70%，僅次於創新驅動亞洲中的澳洲，

而男性的平均教育水準則高於 70%(參見圖 8) 

 

 

 

 

 

 

 

 

 

 

 

 

 

 

圖 7 Female TEA Rates, by Age Cohort and Region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8 Proportion of Female Entrepreneurs with Post-Secondary Degree or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for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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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創業機會動機來看，創新驅動亞洲的女性機會動機 TEA 比例為 77，及 TEA 性別比例為

0.99，皆高於 GEM 平均值分別為 68 與 0.93。一般來說，這些國家的 TEA 為低性別平等，

結合高機率的創業精神，這一點表顯示相較於男性，女性的創業啟動的起始可能性很低，因

此當女性選擇追求創業機會，代表女性並非是因為需要的因素而創業。(參見圖 9) 

 

 

 

 

 

 

 

 

 

 

  以是否獨資創業來看，整體 GEM 平均而言女性獨自創業的比例為 68%，而男性獨自創業

的比例為 62%，以創新驅動的國家來看，在一般動機的因素下，性別差異影響較低；再以

臺灣來看，女性的創業團隊多於男性，比例達到 40%，且高於創新驅動亞洲國家。(參見圖

10) 

 

 

 

 

 

 

 

 

 

 

圖 9 Percentage of Entrepreneurs with Opportunity Motive for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10 Percentage of Entrepreneurs Starting in Teams of Three or More for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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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社會態度影響女性創業行為，單就成年人口中自我追求創業行為來看，臺灣女性在自

我認識追求創業的比例，相較於其他創新趨動的亞洲國家來的高。(參見圖 11) 

  另按照感知機會來看，一般來說性別之間在感知機會上沒有區別，平均來看女性的感知機

會為 40%，而男性為 45%，反而在一些因素和效率驅動中的女性更容易察覺良好的商業機

會，但在創新趨動的國家中，只有科威特的女性高於男性。但在其他特別高的女性感知機會

中例如丹麥(57%)、瑞典(68%)，這些結果在與低 TEA 率上，顯示出感知機會的能力與 TEA

間呈現正相關，在臺灣的部分，女性感知機會的比例高於 40%，因此比起整體女性感知機

會的能力較高，因此再次證明臺灣女性在感知創業或商業的機會上有洞察機會的能力，並且

非因需要因素而創業。(參見圖 12) 

 

 

 

 

 

 

 

 

 

 

 

 

 

 

 

 

 

 

 

圖 11 Percentage of Adults Who Personally Know an Entrepreneur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12 Percentage of Adults Who Perceive Opportunities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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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機會感知上，能顯示出人在對於環境與社會氛圍的感知能力，但在能力感知上更能

展現出他們的知識與信心。一般來說能力感知相較於機會感知的性別差異上的差距更大，以

整體平均值來看，女性的能力感知比例達 46%，而男性的能力感知比例達 59%。因此以臺

灣來說，女性的能力感知比例介於 20%至 30%間，相較於男性則介於 30%至 40%之間，以

創新驅動亞洲來說，僅次於澳洲。(參見圖 13) 

 

 

 

 

 

 

 

 

 

  女性對於感知失敗的能力高於男性，以整體平均值來看，女性感知失敗機會比例達

41%，相較於男性感知失敗機會僅達 34%，由此可以女性對於感知風險能力優於男性，因

此女性通常會降低對自己的能力信心，此有助於增加她們對失敗率的恐懼；依臺灣女性感知

失敗能力比例達平均值以上，以此顯示出女性對於創業失敗的恐懼程度。(參見圖 14) 

    

 

 

 

 

 

 

 

 

 

 

 

 

圖 13 Percentage of Adults Who Perceive They Have Capabities to Start a Business i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14 Fear of Failure Rates Among Those Seeing Opportunities in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e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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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依因素及效率驅動，與創新驅動國家來看，依資料顯示出創新驅動國家的創業有較高的

影響力，因此需要更高的能力，同時亞洲女性也顯示出最接近平均值，較容易害怕失敗。

(參見圖 15) 

 

 

 

 另外，行業類別與性別比的關係，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女性創業大多在消費服務類型創業，

由於在有限的資源與環境法規下，女性多在此領域內工作，同時女性取得資金的機會相較較

少，因此也阻礙女性創業，外在上在消費服務類的領域裡，其入門檻較低且無需龐大資金的

要求，因此常會陷入高度且飽和的市場。(參見圖 16.17) 

 

 

 

 

 

 

 

 

 

 

 

 

圖 15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by Development Level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16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by Industry Sector and Gender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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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創造就業來看，在創新驅動的國家中創業創造就業也相當可觀，以臺灣來看女性創業創

造就業比例達 50%，男性創業創造就業比例超過 70%，就臺灣女性創業而言是創新驅動亞

洲中最高的比例。(參見圖 18) 

 

 

 

 

 

 

 

 

圖 17 Female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cross Industry Sector in Innovation-

Driven Region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18 Percentage of Entrepreneur with 6+ Job Projections in Innovation-Driven Region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26 
 

  以創新程度來看，臺灣女性的創新程度優於男性，介於 20%至 30%之間，，於創新驅動

亞洲來看僅次於澳洲(參見圖 19)。以國際導向來看，臺灣女性創業以國際導向偏低，比例僅

達 10%至 20%間，相較於同為創新驅動亞洲的韓國與新加坡，相差很多。(參見圖 20) 

 

 

 

 

 

 

 

 

 

 

 

 

 

 

 

 

 

 

 

 

 

 

 

 

 

 

 

 

 

 

 

 

圖 19 Percentage of Entrepreneur with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Innovation-

Driven Region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圖 20 Percentage of Entrepreneur With Strong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in Innovation-

Driven Regions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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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中針對台灣調查顯示出，臺灣女性的商業活動相較於亞洲地區是較高的，且高於平

均之上，在機會感知上高於 GEM 平均值達 50%，且在女性創新程度中亦高於 GEM 平均

值，但對於創造就業的指標上，比起創新驅動亞洲其他國家，僅接近平均值的 2/3。(參見圖

21) 

 

 

 

 

 

圖 21 Taiwan 

資料出處：GEM 2014 SPECIAI PEPOR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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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女性企業發展指數(FEI)報告看臺灣現況 

 根據 GEDI-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的 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主要是分析促進高潛力女性創業因素)的資料顯示，在 77

個國家中臺灣在 2015 年 FEI(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排行第 26 名與分數 53.4 分

(參見圖 1)；比較臺灣的 2015 年 GEI(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排行比 2015 年 FEI

排行還要高，以此顯示臺灣多為鼓勵創業精神，而不是為女性創造適合創業的條件(參見圖

2)。 

 

 

 

 

 

 

圖 1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2015 Ranks and Scores 

資料出處：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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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GEI and FEI 比較圖 

資料出處：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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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FEI 排行比低於 GEI 排行比至少 20 個地方，以此顯示出臺灣、土耳其、沙烏地阿

拉伯有創業性別不平等之現象；比較 2014 年 FEI 排行與 2015 年 FEI 排行，臺灣從第 19 名

掉至第 24 名，落後 5 名之差距。(參見圖 3) 

  

 

 

 

 

 

 

 

 

 

 

圖 3 The Gender-GEDI 2014 vs the FEI 2015 ranking compared 

資料出處：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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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不同區域的性別指數分別以優勢與劣勢來比較，臺灣之性別指數在 77 國中排行 26

名，分數為 53.4 分，相較於新加坡排名為東亞地區第一外，臺灣占東亞地區排名為第二

名，其東亞地區之主要優勢為第一為市場大小，第二為兒童保護，第三為獨占市場，第四為

研發能量強，第五為 Business Gazelles，劣勢為第一為機會，第二為認同，第三為技能，第四

對於創業熱情。(參見圖 4) 

 

 

 

  資料顯示出 FEI 排行結果與國家經濟發展和 GDP 有直接相關，一個國家的人均 GDP 和

FEI 分數之間的關係是顯著的，因此針對 2015 年 FEI 排行與 GDP 來比較，對於智利、澳大

利亞和美國由於他們的人均 GDP 較高，因此是女性創業條件特別好的國家，新加坡、沙烏

地阿拉伯與伊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顯示出相對不利女性創業的條件，然而按臺灣 2015

年 FEI 排行與 GDP 來比較，雖無臺灣無數據顯示，但相較於新加坡資料顯示出相對不利女

性創業的條件，臺灣數據在圖表上顯示出平均值之下，亦能推測出較不利女性創業的條件，

是值得關注的地方。(參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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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Regional Highlights 

資料出處：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圖 5 Higher per capita GDP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higher FEI 2015 scores 

資料出處：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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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FEI 指數包含個人、制度特徵、可以實現性、抑制高潛力女性創業精神作為評

估，該指數說明個人與制度面的因素影響企業的創業與成長能力，特別是態度、制度、價值

觀、法律環境、協助女性獲取資源、在各種領域部門中接受女性擔任領導職並取得工作。這

些基本要素是女性開始創業能力絕對的基礎。另外，在本報告中分析 77 個國家的區域和分

數類別趨勢，排名最高的國家不是代表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而是以那些國內生產總值

為國家有利於女性創業的環境。(參見圖 6) 

 

 

 

※直條圖是提供每項觀察指數的概數顯示，直條圖的刻度範圍從略低於零至最高觀察值，以

便得分為零的國家有顯示固定變量，仍有一個直條狀以便觀察。 

 

 

 

 

 

 

 

 

 

 

 

 

 

圖 6 FEI Results by Country 

資料出處：The 2015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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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節 

  綜上述報告得知，全球女性創業態樣，如創新趨動型態平均為 35 歲至 44 歲女性創業

者，以人口年齡來看以中壯年為主；以創業機會來看亞洲的創新趨動女性創業機會相較之下

較為低落，平均亞洲創新趨動女性 TEA 與 TEA 性別比皆低於 GEM 平均值，且整體女性創

業行業類別來看主要以經營消費性產業為主，在報告中也提出女性由於女性多在消費服務行

產業創業，因此在有限得環境與法規下，同時取得資金的機會相較困難，也阻礙女性創業，

因此常會陷入高度且飽和的市場。 

  以臺灣女性創業來看，臺灣女性企業啟動率高於其他亞洲創新驅動國家，以此顯示出臺灣

女性在創業的行動力，且臺灣女性在感知機會的比例，比整體女性的搞之能力更高，再次證

明臺灣女性在創業或商業機會上有洞察機會的能力，顯示出臺灣女性非因需要之因素而創

業；另以 FEI 報告透過不同指標分別看出，顯示出不利於女性創業的條件，報告中更指出臺

灣雖多為鼓勵創業精神，但不適合女性創造適合創業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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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中小企業白皮書看臺灣女性企業現況 
  根據 2016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顯示，女性企業家數占總家數 35.91%，

估計每三位企業主當中有一位是女性，另大企業中也有 19.02%是由女性當家(參見圖 1)；經

營超過 10 年的女性企業家數占 48.68%，自 2013 年至 2016 年間經營超過 10 年的女性企

業家數成長至 11.89%，相較於同期間男性企業僅增加 5.75%，更顯示出女性企業經營企業

穩定度相較於男性更能穩健營運(參見圖 2) 

  再者，組織型態女性企業多以獨資主共占 60.76%，股份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各占 6.39%

與 27.66%，但自 2013 年至 2016 年間女性企業以獨資型態為營運逐年成長至 2.4%，股份

有限公司與有限公司亦呈現逐年成長狀態，於期間內共各成長 7.09%與 11.57%，以此顯示

女性企業對於組織營運規模日漸擴大(參見圖 3)；此外，經營以批發零售業為主共占

51.08%(參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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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規模別變化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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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經營年數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102 年未調查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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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組織變化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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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女性企業銷售額來看，女性企業占 2016 年整體銷售額為 16.02%，以此代表女性企

業目前對臺灣經濟力的貢獻程度，自 2013 年至 2016 年間銷售額持續成長約 6.94%，雖相

較於 2015 年降低約 0.07%，但同年間男性企業亦降低 4.51%，此為總體經濟因素而影響所

致(參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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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行業別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圖 5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整體銷售額變化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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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女性企業銷售額中主要以內銷市場為主，內銷額自 2013 年至 2016 年間持續成長達到

11.44%，相較於同期間外銷額則逐年降低共 12.36%，以此顯示出，除客觀上海外市場有諸

多限制外，主管少女性企業對於海外市場客觀上有諸多障礙，主觀上對於海外市場信心不

足。(參見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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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內銷額變化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圖 7  2012 年至 2015 年女性企業出口額變化 

資料出處：2012 年至 201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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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 1,000 名飛雁女性創業調查看臺灣女性創業現況  
一、1,000 名飛雁女性創業者追蹤調查現況 
  根據女性創業飛雁計畫針的「1000 名飛雁女性學員創業追蹤調查問卷」之結果顯示，在

1,139 份有效問卷中，已創業的飛雁女性共 495 人，比重占 43.46%；其次為預備創業的飛

雁女性共 472 人，比重占 41.44%；無創業打算之飛雁女性共 150 人，比重占 13.17%；曾

創業但目前已停止創業的飛雁女性共 22 人，比重占 1.93%。(參見圖 1) 

  再以創業者有無就業狀態來細分，已創業者分別為全職創業、自營收入占(36.3%)與兼職

創業、仍保有另一份工作收入(7.2%)；預備創業者有無就業狀態，分別為全職就業

(24.8%)、兼職創業(10.6%)、待業中(6%)。 

 

 

 

 

 

 

 

 

 

 

 

 

 

 

  首先從 1000 名飛雁女性的年齡、婚姻、居住地及教育程度等基礎資料來看，在年齡方面 

，除去拒答者之數據後共有 1,115 人，整體問卷年齡以 36 至 45 歲的飛雁女性占 44.51%為

最多；其次為 26 至 35 歲，比重占 37.93%；再次為 46 至 55 歲，比重占 10.62%，整體而

言，以青壯年為主，青少年與年長者比重相對低。(參見圖 2) 

  從婚姻狀況來看，除去拒答者之數據後共有 1,100 人，整體問卷有配偶狀態的飛雁女性占

50.2%，未婚狀態者占 46.4%。由居住地來看，居住於五都(台南市 19.4%、台北市

18.5%、新北市 16.5%、高雄市 13.3%、台中市 12.6%)為主，五都以外的縣市，除桃園縣

市、彰化縣市有超過 2%以上，其餘縣市所占比重均 1%左右或以下。 

  從教育程度來看，擁有高等教育學歷(大專院校、研究所)的人數比重，高達 87.1%，其中

以大專院校的學歷最為多數，比重占 66.2%，研究所比重占 20.9%；擁有中等教育學歷(高

中職、國中)占 12.9%。整體而言，參與飛雁計畫的女性擁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比例較高(參見

圖 3) 

已創業

43.46%

預備創業

41.44%

無創業打算

13.17%

曾創業但目

前已停止創

業

1.93%

創業狀況

圖 1  1,000 名飛雁女性-創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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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再針對已創業者、預備創意者、曾創業但已歇業的飛雁女性，以及參與飛雁計畫的需

求與動機依序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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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0%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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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40%

整體最高學歷

圖 2  1,000 名飛雁女性-年齡分布比重 

圖 3  1,000 名飛雁女性-學歷分布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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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已創業的飛雁女性調查 
一、基本概況 

  由已創業 495 人來看，在創業動機方面，主要以實現人生目標和夢想(71.3%)、增加經濟

收入(57.8%)以及更多獨立自主(50.3%)為多數，而沒有更好的工作選擇僅占 6.1%，顯示出

參與飛雁計畫女性學員多以自身理想與夢想為考量，較少因家庭或工作條件狀況而不得不創

業(參見圖 4)。其中參與飛雁已創業女性多為創辦人，比重占 84%，次之為該公司具有決策

之投資者，比重占 10.3%，最後為高階經理人或其他者，比重為 5.6%。 

 

 

 

 

 

 

 

 

 

 

 

 

 

  由已創業飛雁女性的年齡分布來看，除去拒答人數後，共為 486 人，主要年齡分布為 36

至 45 歲，比重占 48.08%；其次 26 至 35 歲，比重占 34.34%；46 至 55 歲，比重占

11.31%，以此顯示出女性已創業者多為青壯年為主要創業年齡。(參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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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創業動機 

圖 5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創業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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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其他已創業者的基本資料來看，目前女性已創業者居住縣市主要為臺北市占 20.2%、臺

南市占 17%、新北市占 15.4%；另以學歷來看，以高等教育(大專院校、研究所)為主，大專

院校為多數，比重占 60.4%，研究所比重占 25.1%，以此顯示出參與飛雁女性的已創業者

多為高等教育比例較高；再者針對婚姻狀態，主要以已婚者(52.7%)為主、未婚者(43%)為

次之。 

 

二、行業類型及創業型態 

  從創業的行業類型來看，行業類別主要以批發及零售業為主，比重占 38.8%；居次之為住

宿及餐飲業，比重占 14.3%；第三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比重為 8.1%；第四為其他

服務業，比重占 7.5%，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從去前僅排行為第四

者，今年往上提升至第三的位置，整體而言，飛雁女性創業者選擇的創業類型以批發及零售

業、住宿餐飲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為多數，與 2016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的女

性企業行業別相同。(參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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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創業-行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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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以高等教育(大專院校、研究所)與行業類型間的關係(參見圖 7)，整體已創

業受高等教育的人，共 423 人，其中 36.9%的人以批發零售業為主；次之有 14.2%的人為

住宿餐飲業；再者 8.7%的人為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第四名為資訊及通訊傳播業，比重占

7.1%，以此可知高等教育會影響行業類型的選擇，單就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類型而

言，主要最高學歷以研究所的已創業者為主，比重占 19.4%；而大專院校的已創業者，僅占

4.3%；而排行第四的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也主要最高學歷以研究所為主，比重占 8.9%；其

次為大專院校的已創業者，比重達 6.4%。(參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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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創業-高等教育與行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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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飛雁的女性企業成立模式主要以有限公司為主，比重占 37.2%，其次為行號(商行、

企業社、實業社)，比重占 31.1%；第三為已營業或預計創業但未登記稅及或設立公司，比

重占 16%；第四為股份有限公司，比重占 11.7%，及最後設籍課稅(網路拍賣稅及登記)，比

重占 4%，依該比例了解到飛雁女性企業設立公司(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共占 48.9%，

以此顯示出女性創業以中小企業型態為主(參見圖 9)，與 2016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之

女性企業成立模式相同趨勢。另以公司營業方式為網路平台經營者，比重占 46.5%；次之實

體店面，比重占 45.9%、及工作室及其他方式經營者占 43.3%。同時僅有 4%是加盟創業，

93.5%皆為自有創業，顯示出女性較不偏好加盟創業。 

  以公司經營年數來看，參與飛雁的女性企業中，除去拒答人數後，共 407 人，有 30.47%

的人經營 1 至 2 年；其次是未滿 1 年的新創企業，比重占 24.32%；再者經營 2 至 3 年間

者，比重達 14.99%；5 至 10 年者，比重達 10.07%；經營 3 至 4 年者，比重占 8.35%；經

營 10 至 20 者，比重達 4.67%；經營 4 至 5 年者，比重占 4.42%；經營 20 年以上者，比

重達 2.70%；經營超過 10 年以上者，比重達 7.37%。(參見圖 10) 

 

 

 

 

31.5%

19.4%

10.5%

9.7%

8.9%

7.3%

3.2%

3.2%

3.2%

1.6%

0.8%

0.8%

0.0%

0.0%

0.0%

0.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批發及零售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

教育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製造業

其他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其他

營造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農、林、漁、牧業

運輸及倉儲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尚未確定

已創業-研究所與行業別

百分比

圖 8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創業-研究所與行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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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女性企業經營年間 

184

154

79

58

20

37.2%

31.1%

16.0%

11.7%

4.0%

有限公司

行號(商行、企業社、實業社)

已營業或預計創業但未登記稅籍或設立…

股份有限公司

設籍課稅(網路拍賣稅籍登記)

0 50 100 150 200

有限公司
行號(商行、企業

社、實業社)

已營業或預計創

業但未登記稅籍

或設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設籍課稅(網路拍

賣稅籍登記)

百分比 37.2% 31.1% 16.0% 11.7% 4.0%

填答次數 184 154 79 58 20

已創業-目前成立模式

圖 9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企業成立模式 

1-2年

30.47%

未滿1年

24.32%

2-3年

14.99%

5-10年

10.07%

3-4年

8.35%

10-20年

4.67%

4-5年

4.42%
20年(含)以上

2.70%

已創業者經營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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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參與事業經營股東中，顯示出飛雁已創業女性會找 2 至 4 人參與事業經營，比重占

51.3%，其次獨自經營者占 43.8%，最後找 5 人以上參與事業營運者，比重占 4.8%，以此

顯示出參與飛雁女性多為中小企業主，與上述女性企業成立模式數據相呼應，該數據與經濟

部中小企業白皮書些微不同，按白皮書所示女性企業型態以獨資為主，但就參與飛雁女性企

業來看多以中小企業為大宗。 

  再開創事業所需資金(含借貸、股東投資)方面，有 25.9%的人所需資金為 100 至 300

萬，而有 24.6%的人需要 50 至 100 萬的資金，合計約占整體 50.5%；開創事業所需資金在

100 至 1,000 萬以上者共占 42.3%；開創事業所需資金在 50 萬以下者的比重占 33.1%，此

可能與行業類型有關，因多數創業以批發零售為或住宿餐飲業為主，而其相對所需資本額相

對較低(參見圖 11)。 

  在資金來源方面主要以自有資金，比重占 85.5%；次之家人親屬朋友，比重占 21.2%；

政府創業貸款，比重占 17.2%；金融機構貸款，比重占 13.9%。在決定創業後，準備 6 個

月以上至 1 年者，比重占 37.8%為主；次之為 3 個月以下，比重占 28.9%，及 3 個月以上

至 6 個月以下者，比重占 21.8%，以此顯示出女性在決定創業後再 1 年內創業者，比重達

88.5%。並有 37.4%的人在創業後 1 至 3 年間才會獲利，有 26.7%的人在創業 6 個月內獲

利、創業後 6 個月以上至 1 年內獲利者占 22.6%，但仍有 7.9%的人表示無獲利，其餘為 3

年以上才獲利者占 5.4%。 

 

 

 

 

 

 

 

 

 

 

 

 

 

  依實收資本額顯示出 100 萬以下，比重占 70.91%；其次為 100-500 萬者，比重占

18.59%，最後為 500 萬以上，比重占 10.5%(參見圖 12)。再以 2016 年營業額來看，營業

額為 100 萬以下者，比重占 72.7%；其次為 100-500 萬，比重占 17%，最後是營業額 500

萬以上，比重占 10.3%。 

  再由女性企業預估 2017 年營業額，期望達到 50 至 100 萬，比重占 25.3%；次之為期望

50-100萬

24.65%

1-30萬

23.03%
100-300萬

25.86%

30-50萬

10.10%

300-500萬

7.68%

500-1000萬以

上

8.69%

已創業-創立這個事業共需多少

(含借貸、股東投資)

圖 11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開業所需資金 



47 
 

達到 100-500 萬者，比重占 21.6%；期望達到 1 至 10 萬及 10 至 50 萬者，分別為占

18.4%及 17%，另期望達到 500 萬以上者，比重占 17.8% 

 

 

 

 

 

 

 

 

 

 

 

 

 

 

  依員工人數來看，主要以 1-4 人，比重占 81.6%；次之為 5-10 人，比重占 12.9%；20

人以上者共占 5.4%。並期望 5 年後能增加員工數來看，39.8%的人認為會增加至 5-10 人、

38.59%的人認為會增加至 1-4 人、12.12%的人認為會增加至 20-50 人、5.86%的人認為會

增加至 11-19 人、認為會增加超過 50 人以上者，共占 3.63%。從上述數據顯示出女性創業

初期組織人員較少、並首以微型組織為主，但針對 5 年後期望公司營運規模人員成長 5-10

人為主要期望數，以此表現出女性創業自初創階段會逐漸邁向中小企業的脈絡。(參見圖 13) 

 

 

 

 

 

 

 

 

 

 

 

 

 

1-10萬

28.89%

10-50萬

22.42%

50-100萬

19.60%

100-500萬

18.59%

500-1000萬

6.06%

1000萬以上

4.44%

已創業-實收資本額

5-10人

39.80%

1-4人

38.59%

20-50人

12.12%

11-19人

5.86%

50-100人

2.42%

100人以上

1.21%
已創業-5年後期望增加員工數

圖 12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實收資本額 

圖 13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5 年後期望增加員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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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業資源 

  參與飛雁的已創業女性使用創業資源來看，主要以使用財務資源協助(政策性貸款、專案

補助)，比重占 26.9%、人才培育協助(創業課程、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培訓計畫)，比重占

24%為主，其中有表示「有需求，但沒有相關資訊或取得資源」，比重達 17.4%，代表在創

業資源對於多數創業者而言，仍有取得資訊及資源的相對性困難。(參見圖 14) 

 

 

 

 

 

 

 

 

 

 

 

 

 

 

 

 

 

 

  已使用政府補助資源方面，主要以未使用者為主，比重達 73.1%，次之為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中央型 SBIR)，比重占 7.3%；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比重占

6.5%；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比重占 6.3%，但以整體而言使用政府補助資源者仍為少

數，以此顯示出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服務與資源，對於多數中小企業對於該資訊仍不普遍知

悉，且因有申請程度的困難，因此比例相當少。(參見圖 15) 

 

 

 

 

 

 

 

 

 

 

41.4%

26.9%

24.0%

17.4%

13.9%

13.9%

9.3%

3.8%

0.0% 10.0% 20.0% 30.0% 40.0% 50.0%

沒有需求

財務資源協助(政策性貸款、專案補助等)

人才培育協助(創業課程、產業人才投…

有需求，但沒有相關資訊或取得困難

創業企業管理諮詢輔導

創新育成中心軟硬體資源協助

創新研發協助(SBIR、技術移轉)

其他

已創業-曾經運用創業資源(複選)

圖 14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使用創業資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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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使用的政府貸款方面來看，多數人之資金來源如前述說明，主要以未使用者為主，比重

達 71.3%；次之為自身資金與家人及親屬籌資，因此在政策性貸款來說相較減少，主要以青

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比重達 14.9、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比重達 12.1%為主，以此顯示出

多數人仍以自身資金來主，應證前述數據顯示。 

 

 

 

 

 

 

 

 

73.1%

7.7%

7.3%

6.5%

6.3%

3.8%

3.8%

3.6%

3.6%

3.4%

3.0%

2.8%

2.2%

2.2%

1.4%

0.8%

0.0% 20.0% 40.0% 60.0% 80.0%

未使用

其他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劃(中央型SBIR)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劃(地方型SBIR)

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劃(SIIR)

行政院國家發展創業天使計劃

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業務計劃

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業補助

臺北市產業發展研發補助

臺北市產業發展品牌建立補助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新育成計天使投資補助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劃CITD

創櫃板

已創業-已使用的政府資源(複選)

圖 15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使用政府補助資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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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及科技化 

  目前已創業者已有市場來看，主要以國內市場為主，比重達 73.6%；其次為中國市場，比

重達 10.0%，及東南亞市場，比重達 5.3%(參見圖 16)；另以未來想拓展的市場來看，仍以

國內市場為主，比重達 61.8%；其次是中國市場，比重達 33.3%；以及東南亞市場，比重

達 28.9%，以此顯示出女性創業者多以內需市場為主，且企業拓展規模較為保守，與經濟部

中小企業白皮書趨勢相同；60.4%的人認為拓展市場需要更多國際商機拓展機會、40%的人

認為要需要國際市場資訊及 33.3%的人認為國際活動交流機會，才能更有能力拓展國際市

場。(參見圖 17) 

 

 

 

 

 

 

 

 

 

 

 

 

 

 

 

 

 

 

 

 

 

 

 

 

 

 

 

60.4%

40.0%

33.3%

26.7%

22.2%

21.6%

19.8%

14.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國際商機拓展機會

國際市場資訊

國際活動交流機會

品牌代理

國際資金投資

語言技能

其他

技術授權

已創業-拓展國際市場需要哪些資源(複選)

圖 16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目前已有市場 

圖 17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拓展國際市場需要哪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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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其他

東北亞

北美洲

歐洲

中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已創業-目前已有市場(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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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科技應用化的程度而言，80.6%的已創業者使用社群媒體的方式行銷，35.4%的人

公司營運作業流程化或 E 化，已達到更便利且迅速的公司產能；以跨螢平台方式銷售者，比

重占 29.5%，以此顯示出女性在數位科技應用上有卓越的延伸能力，並促進更多互聯商機。

(參見圖 18) 

 

 

 

 

 

 

 

 

 

 

  在自身服務與產品就目前與潛在客戶上，認為具有新穎性且與他人不一樣者，有 41%的

人認為全部具有新穎性；次之為 39.8%的人覺得部份具有新穎性；其餘為認為沒有新穎性或

不清楚者，比重占 19.2%；更深入了解其產品技術的新穎程度，分別以一般技術(5-10 年，

包含 10 年)，比重占 30.71%；次之產品或服務沒有技術，比重占 27.47%；新技術(5 年以

內，包含 5 年)，比重占 21.62%；最後傳統技術(10 年以上，不包含 10 年)，比重占

15.15%。以及技術仍在研發中占 5.05%(參見圖 19)。因此，針對該技術，有 24.6%的人以

營業祕密保護；其次 18.2%的人以申請專利來保護其技術。 

 

 

 

 

 

 

 

 

 

 

 

 

 

 

80.6%

35.4%

29.5%

6.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社群媒體行銷

公司營運作業流程E化

跨螢平台銷售

其他

已創業-目前科技應用化程度(複選)

一般技術(5-

10年，包含

10年)

30.71%

產品或服務

沒有技術

27.47%

新技術(5年

以上，包含

5年)

21.62%

傳統技術

(10年以

上，不包含

10年)

15.15%

技術仍在研

發中

5.05%

已創業-研發的產品技術新穎程度

圖 18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目前科技應用化程度 

圖 19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研發產品技術新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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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業困難的因素 

  曾遭遇創業中最大困難的因素來看，主要以資金不足或取得困難，比重達 61.8%；次之市

場行銷方面不足，比重達 45.5%；40.2%的人認為市場競爭激烈，及 30.9%的人覺得人力資

源及團隊組成困難等因素，以上述主要因素得知，女性多因為資金不足而導致不容易創業的

因素，再者以市場行銷來看，由於多數行銷行為需有大量資金需求與時間在幕後做為支撐，

因此資金不足也間接影響到行銷手段，至於市場競爭激烈可由上述已創業者研發產品技術新

穎程度得知，主要以一般技術為主，因此在整體環境中僅有少數人擁有新技術，多數人仍以

普遍技術來創業，因此會造成相似產品及技術上的市場競爭激烈之因素。(參見圖 20) 

  另調查近 1 年而言，已創業者認為事業成長最多的項目，70.1%的人認為知名度/曝光度

提升；其次是 57.6%的人認為產品/服務品質更好；以及 43.8%的人認為合作人脈更廣。 

 

 

 

 

 

 

 

 

 

 

 

 

 

 

 

 

 

 

 

 

 

 

 

 

 

61.8%

45.5%

40.2%

30.9%

29.7%

18.8%

15.8%

14.5%

8.9%

6.5%

5.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資金不足或取得困難

市場行銷方面不足

市場競爭激烈

人力資源與團隊組成問題

經濟景氣變動

人脈關係不夠廣

產品技術服務創新不足

風險控制能力不足

不懂/無關鍵技術

親友家人不支持

其他

已創業-您認為或曾經遭遇創業最大的困難為何?(複選)

圖 20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創業困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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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備創業的飛雁女性調查 
一、基本概況 

    由預備創業 472 人來看，在創業動機方面，主要以實現人生目標和夢想，比重占

78.8%，增加經濟收入，比重占 61%，以及更多獨立自主，比重達 57.4%為主要多數，而

沒有更好的工作選擇僅占 6.1%，顯示出參與飛雁預備創業者女性學員，多以自身理想與夢

想為考量，較少因家庭或工作條件狀況而不得不創業。(參見圖 21) 

   其中參與飛雁預備創業女性多為創辦人，比重占 91.31%，次之為該公司具有決策之投

資者，比重占 5.08%，最後為高階經理人或其他者，比重為 3.6%。(參見圖 22) 

 

 

 

 

 

 

 

 

 

 

 

 

 

 

 

 

 

 

 

 

 

 

 

 

 

 

 

78.8%

61.0%

57.4%

30.1%

16.5%

6.1%

3.2%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實現人生目標和夢想

增加經濟收入

更多獨立自主

把握市場機會

發現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

沒有更好的工作選擇

其他

預備創業-您創業的主要動機是什麼

(複選)

創辦人

91.31%

該公司具有決

策之投資者

5.08%

其他

3.18%

高階經理人

0.42%

預備創業-參與創業的身分

圖 21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創業動機 

圖 22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參與創業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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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創業者年齡來看，除去拒答者後，共 461 人，其預備創業年齡層為 36 至 45 歲，比

重占 42.37%；26 至 35 歲，比重占 39.62%，與 46 至 55 歲，比重占 10.81%，以此顯示

出參與飛雁預備創業者同為青壯年。(圖 23) 

 

 

 

 

 

 

 

 

 

 

 

 

  依其他預備創業者基本資料來看，首先以婚姻狀態以未婚者，比重占 49.8%為主；已婚

者，比重占 47.5%)，就婚姻狀態趨勢與已創業者不同。再以居住縣市面向，21%的人居住

在臺南市，次之 17.8%的人居住在臺北市，17.4%的人居住在新北市；另以學歷方面，以大

專院校為主，比重達 70.6%；次之為研究所，比重占 17.4%，以此顯示出；參與飛雁女性

的預備創業者多為高等教育比較高者。 

 

二、行業類型及創業型態 

  從創業的行業類型來看，行業類別主要以批發及零售業為主，比重占 30.9%；居次之為住

宿及餐飲業，比重占 25.2%；第三為其他服務業，比重占 7.2%；第四為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比重達 5.1%。整體而言，飛雁女性創業者選擇的創業類型以批發及零售業、住宿

餐飲業為多數，與 2016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的女性企業行業別趨勢相同。(參見圖 24) 

  飛雁女性企業預計成立模式主要以行號(商行、企業社、實業社)為主，比重占 55.3%%；

其次為有限公司，比重占 17.6%；第三為有限公司，比重占 17.6%，以及設籍課稅(網路拍

賣稅及登記)，比重占 4.7%；最後為股份有限公司，比重占 3%。(參見圖 25)，依該比例了

解到飛雁預備創業女性未來設立公司(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共占 20.6%。另以未來預計

營業方式為實體店面為主，比重占 48.1%；次之為工作室，比重達 47.2%，以及網路平台

經營及其他方式經營者占 41.3%。同時僅有 3.8%預計加盟創業，其餘 90.7%皆為自有創

業，以此再次顯示出女性較不偏好加盟創業。 

 

 

36-45歲

42.37%

26-35歲

39.62%

46-55歲

10.81%

19-25歲

3.39%

56-65歲

1.48% 2.33%
預備創業者的年齡

圖 23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創業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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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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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4%

0.4%

0.0%

0.0%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其他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其他

農、林、漁、牧業

製造業

營造業

運輸及倉儲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預備創業-預計行業別

圖 24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行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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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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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行號(商行、企業社、實業社)

已營業或預計創業但未登記稅籍或設立公司

有限公司

設籍課稅(網路拍賣稅籍登記)

股份有限公司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行號(商行、企業

社、實業社)

已營業或預計創

業但未登記稅籍

或設立公司

有限公司
設籍課稅(網路拍

賣稅籍登記)
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比 55.3% 19.5% 17.6% 4.7% 3.0%

填答次數 261 92 83 22 14

預備創業-預計成立模式

圖 24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創業行業類型 

圖 25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成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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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預備創業者預計創業時間，64.62%的人認為 6 個月以上至 1 年間；其次 15.47%的

人認為需要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以下；10.59%的人認為 3 個月以下，其餘為 1 年以上創業

者為 9.32%。(參見圖 26) 

  以事業體方面預計幾位參與經營的股東來看，有 55.5%的人認為需要找 2-4 人來擔任股

東；41.7%的人選擇未來獨自經營；認為需要 5 人以上者，比重僅占 2.8%。 

 

 

 

 

 

 

 

 

 

 

 

 

 

  預計創立事業所需資金(含借貸、股東投資)來看，有 37.29%的人認為需要 50 至 100 萬

左右；次之有 20.97%的人認為需要 1 至 30 萬左右；再者有 20.55%的人認為需要 100 至

300 萬；需要 30 至 50 萬者，比重達 15.25%；需要 300 萬以上者，比重達 5.93%(參見圖

27)。主要資金來源主要以自有基金，比重達 86.2%；次之政府創業貸款，比重達 48.9%；

政府創業輔導，比重達 19.7%。並有 37.1%的預備創業者認為能在 6 個月以下開始獲利；

次之 30.1%的人認為 6 個月以上至 1 年能獲利；28%的人認為 1-3 年內獲利，以此顯示出

預備創業者對創業獲利一事樂觀。 

 

 

 

 

 

 

 

 

 

 

6個月以上-

1年

64.62%

3個月以上-

6個月以下

15.47%

3個月以下

10.59%

1-3年

7.84%

3-5年

1.27%

5年以上

0.21%

預備創業-在決定決業後，預計準備多久才

開業(包含籌備期、試營運)

50-100萬

37.29%

1-30萬

20.97%

100-300

萬

20.55%

30-50萬

15.25%

300-500

萬

4.66%

500-1000

萬以上

1.27%

預備創業-創立這個事業共需多少資金

(含借貸、股東投資)

圖 26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創業後決定多久開業 

圖 27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創立事業需要多少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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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業資源 

  針對創業資源多數人認為沒有需求，但仍有 23.9%的人認為自己需財務資源協助；21.6%

的人認為自己有人才培育協助的需求。另在預計使用政府資源上主要認為自己沒有需要，其

中有需要者，9.7%的人顯示出未來會使用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8.3%的人認為自己會

使用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6.6%的人認為自己會使用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參見 28)。預計使用的政府貸款，主要以無需求為主，但仍有 22.7%的表示未來會申

請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 20.3%的人表示會申請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為主。 

 

 

 

 

 

 

 

 

 

 

 

 

 

 

 

 

 

 

四、市場拓展及科技化 

  預計未來想拓展市場是主要仍以國內市場為主，比重占 91.7%；次要是中國，比重占

12.1%，以及東南亞市場，比重占 8.5%，預備創業者想拓展的市場與已創業者同，以此顯

示出拓展海外市場的誘因，多有大環境的因素影響與風氣所致。(參見圖 29)；其中 68.9%的

人需要有國際商機拓展機會，有 23.1%的預備創業者認為國際市場資訊很重要，以及

20.8%認為自己需要國際活動交流機會，才得以拓展國際市場。 

圖 28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未來會使用的政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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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劃(地方型SBIR)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劃(中央型S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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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業務計劃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業補助

臺北市產業發展品牌建立補助

臺北市產業發展創新育成計天使投資補助

創櫃板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劃CITD

臺北市產業發展研發補助

預備創業-預計使用的政府資源

(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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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科技應用化程度，87.1%的預備創業者主要以社群媒體行銷，18.6%的預備創業者願

意在未來的公司營運作業流程 E 化，以及 18.2%的人認為自己未來是用跨螢平台式銷售，以

此顯示出預備創業女性與已創業女性對於科技應用，擁有一定的應用能力，並予以強化其創

業能力。(參見圖 30) 

 

 

 

 

 

 

 

 

 

 

 

五、創業困難因素 

  針對創業過程中困難的因素，有 63.8%的預備創業者認為資金不足及取的困難；次之為

48.7%的預備創業者認為市場行銷方面不足；再者有 34.7%的人認為市場競爭激烈，以上述

預備創業者認為的因素與已創業者相差無幾，女性主要因資金不足而導致不容易創業，再次

予以佐證。(參見圖 31) 

  對於預備創業者自我評估開業 1 年後成長最多的項目是，知名度及曝光度提升，比重占

91.7%

12.1%

8.5%

5.1%

3.4%

3.4%

3.2%

1.1%

0.8%

0.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國內市場

中國

東南亞

東北亞

其他

北美洲

歐洲

中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預備創業-未來想拓展的市場

(複選)

87.1%

18.6%

18.2%

7.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社群媒體行銷

公司營運作業流程E化

跨螢平台銷售

其他

預備創業-預計科技應用化程度

(複選)

圖 29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未來拓展的市場 

圖 30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預計未來科技應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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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次之為產品或服務品質會更好，比重占 64.2%；再者合作人脈更廣，比重占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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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不足或取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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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創業-您認為遭遇創業最大的困難為何(複選)

圖 31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自我評估遭遇創業最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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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曾經創業但目前歇業中的飛雁女性調查 
一、基本概況 

  以居住城市來看，主要分別為臺南市，比重占 40.9%；次之為臺北市，比重占 27.3%；

再者新北市，比重達 13.6%，此分布與已創業及預備創業者同。最高學歷方面，有 90.9%

的人擁有高等教育(大專院校、研究所)為主，又以大專院校，比重占 86.4%為主；次之為研

究所比重占 4.5%。 

  其中有 54.5%的女性目前歇業創業者表示未來打算再創業，36.4%的女性創業者表示未來

不打算創業。針對曾經營運時間方面來看，有 40.9%的人曾經營運 1 年內；次之有 27.3%的

人營運半年內；再者有 18.2%的人營運 5 年以上才歇業；營運 1 年以上至 2 年內者，比重占

9.1%；最後營運 2 年以上至 5 年以內的時間，比重占 4.5%。(參見圖 32) 

  其當初歇業因素主要為資金周轉不靈，比重占 36.4%；次之市場競爭強烈，比重占 31.8%；

再者經濟不景氣，比重占 27.3%。並認為再創業所需的資源為資金貸款，比重占 68.2%；次

之商機拓展，比重占 54.5%，以及獲取創業知能，比重占 45.5%。(參見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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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創業目前歇業-歇業原因(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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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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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圖 32  1,000 名飛雁曾創業目前歇業女性-歇業原因 

圖 33  1,000 名飛雁曾創業目前歇業女性-再創業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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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已創業及預備創業者參與飛雁計畫活動需求與動機 
一、已創業者 

  整體問卷調查之已創業者共 495 人，58.2%的參與者主要為 105 年參加飛雁計畫；次之

為 26.7%為參與 104 年飛雁計畫；其餘參與年度者，比重達到 15.15%。並參與過飛雁計畫

至少 1 次者，比重為 58.3%；參與 2 至 3 次者，比重占 31.1%；再者參與 4 次以上者，比

重占 10.5%。 

  參與飛雁計畫主要動機，有 73.3%的已創業者表示為了增進創業知識；次之分別有

53.5%的表示能了解市場機會及趨勢及找到商機媒合或尋找創業夥伴；再者有 53.1%的已創

業者是想了解政府資源。(參見圖 34) 

  對於本計畫希望有 67.5%的人希望有更多創業知能活動資訊，及 45.5%的人想了解實體

通路或虛擬通路，與 40.2%的人想多了解營運計劃書撰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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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創業-參加飛雁計劃的動機(複選)

圖 34  1,000 名飛雁已創業女性-參與飛雁計畫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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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備創業者 

  針對預備創業者參與飛雁計畫，共 472 人，主要以 105 年參加者為主要對象，比重占

64.4%；次之為參與 104 年飛雁計畫者，比重占 25.4%；參加其餘年度者，共占 9.6%。其

中參與過飛雁計畫至少 1 次者，比重占 67.4%；次之為參與 2 至 3 次者，比重占 30.3%；

參與 4 次以上者，比重占 2.3%。 

  預備創業者參與飛雁計畫主要動機為，有 89%的人表示增進創業知識；次之 69.7%的人

想了解市場機會及趨勢；再者 68.9%的人為尋求資金、貸款及補助，此動機與已創業者的主

要參與活動動機不同(參見圖 35)。對於本計畫，有 84.5%的預備創業者希望有更多創業知能

活動資訊；次之有 35%的人需要營運計劃書輔導；再者有 34.5%的人想了解實體通路或虛

擬通路，預備創業者對於本計劃的需求有些許與已創業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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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創業-參加女性飛雁計劃的動機(複選)

圖 35  1,000 名飛雁預備創業女性-參與飛雁計畫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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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從調查報告顯示，參與「女性創業飛雁計畫」的已創業學員態樣，創業動機主要以

實現人生目標和夢想、增加經濟收入及更多獨立自主為創業導向，同時也顯示出女性

多於人生階段 36 歲至 45 歲創業比例達 48.08%，其次 26 歲至 35 歲達 34.34%決定

創業，顯示出女性會先選擇在職場歷練後才開始創業；以學歷而言，多以高等教育

(大專院校及研究所)為主，此為已創業學員基本態樣；另外，已創業者選擇的行業多

以批發零售業為主，其次為住宿餐飲業、專業科學及資通訊產業，意味著女性創業者

在選擇創業行業時會以自身有相關經驗，做為創業行業的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學歷

與選擇從事專業科學及資通訊產業有正相關的影響因素，深入了解學歷階段來看，以

研究所畢業的已創業學員，相較於學歷畢業的已創業學員來看，有較高的比例選擇在

專業科學及資通訊產業中創業達 19.4%，但相較於同樣為研究所畢業的已創業學員，

有 31.5%的人從事批發零售創業，因此在科技創業領域內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以企業型態及規模來看，女性創業者多以公司型態(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為

主要成立型態，以經營期間來看，多數為初創階段(經營期間為 2 年內)的經營年間；

若以企業中有參與經營股東人數來看，女性創業者多半會找 2 至 4 人來共同經營事

業，並認為需要準備至少 1 至 50 萬才有辦法開創事業，其次為 100 至 300 萬資

金；同時女性已創業尋找員工人數以 1 至 4 人為主，並希望 5 年後員工人數可以增

加至 5 至 10 人，代表參與女性創業飛雁計畫已創業女性多半以初創階段的中小企業

型態企業主為居多。 

  另外，創業者在草創期的創業資源相較缺乏，雖然有相關的政府補助及政府貸款

性政策，但從本次調查中顯示出已創業女性多數未曾使用過政府補助資源及貸款資源 

(圖 16、17)；另以女性選擇的區域市場來看，仍以國內市場為主要市場，其次為亞

洲市場，並認為拓展國外市場，需要更多國際商機拓展機會及市場資訊；由於高度科

技應用的關係，多數女性創業者以社群媒體來行銷產品或服務，顯示出臺灣女性能掌

握科技趨勢，並善加運用於創業。 

    在創業過程中，女性創業者認為自己遭遇最大的創業困難，仍以資金不足與取得

困難為主要原因，次要認為市場行銷不足與市場競爭過於激烈。以臺灣女性創業者遭

遇資金不足與取得困難來看，如何建立友善創業的資金取得環境，協助女性創業者更

容易獲得資金成為重要的關鍵；另針對市場行銷不足與競爭激烈，可從行業類別得

知，女性創業者多以批發零售業且以國內市場為主，意味著選擇的創業類型過於雷

同，亦造成同業競爭激烈的問題。如何協助女性創業者提昇行銷能力與差異化以建立

競爭優勢，也是未來對於女性創業者協助應持續著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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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以下就協助女性創業取得資金，以及其他促進女性從事專業科技及資通訊領域創業提出建

議： 

1. 設立針對女性創業投資基金 

  從上述報告中得知，臺灣女性創業有資金不足與取得困難的問題，此與全球女性創業

者在創業時遭遇同樣的問題，因此除協助女性創業者透過營運計畫書輔導的方式，更容

易透過借貸方式取得資金外，投資女性創業也成為全球趨勢，參考美國、歐盟等相關政

策，例如美國透過聯邦政府投資計劃，針對股權投資設立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SBIC)、

美國於 2016 年 2 月國務院與基瓦和美洲開發銀行發展多邊基金合作，起動女性創業基

金；針對歐盟委員會的 COSME 計劃，也有設立促進成長的股權基金(EFG)等政策，以

此舒緩女性獲取資金不足及取得困難。 

2. 設立專法或補貼政策提高女性科技人投入創業意願 

  推動女性從事科技應用創業，以避免過多批發零售或住宿餐飲業內創業與市場激烈競

爭，因此增加科技應用創業及提升創業核心能量，以促進創新創業永續發展可能性。因

此能參考歐盟的試點計劃，例如 WiTEC-PREFACE 計劃主要培育在科技領域內的女學生

制定創業培訓計畫，鼓勵她們學以致用、FemStart 計劃主要為資助高科技女性創業計

劃，以激勵女性在科技創業覺醒，以及 WomEn2FP6 計劃以整合創新及科技資源協助

女性跨領域創業；或者也可參考韓國的相關政策，例如韓國的創億經濟行動計劃中運用

ICT 工具協助女性在科技領域內就業與創業，並以國家層級設立屬於女性創業的資源網

絡中心，更立案針對培育支持女性科技專業人法案，來促進女性的科技技術與國家科技

發展。 

3. 協助外銷拓展國際市場 

  從報告中得知女性創業者對於外銷並非主要優先考慮的項目，但不表示女性不願意往

國際化發展，更多人顯示出需要更多國際拓展機會及市場資訊。因此，協助有外銷能力

的女性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給予更多拓展國際市場的誘因與加強進入國際的信心，或是

以支持給予國際參展、活動、競賽等補助項目或相關資源，以提升女性企業進軍國際的

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