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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 

對創業策略及績效之影響－以青年創業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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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青年創業家之人格特質對於所面臨之創業環境與資源是否會影響其創業策略及

績效進行研究，主要針對 20~45 歲之青年創業家作為研究對象。問卷發放共計 360 份問卷，有效

回收樣本 311 份，有效回收率為 92.3%。本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對創業

策略有顯著影響；創業環境、創業資源與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有顯著影響。最後，根據研究結果

發現提供未來有意創業青年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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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young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will affect their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mainly for young entrepreneurs aged 20 to 45 yea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36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311 valid ones were retrieved and the valid retrieval rate was 92.3%.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aim to establish good references to young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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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專家認為創業關鍵因素，並不只在課堂中就足以培養成功(劉常勇，2002)，故假使能先機

取得成功創業家與一般人有所不同之處，探討創業家本質及獲得何能力量支配，似乎成為一個更

重要的議題(Man, Lau & Chan, 2002)。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5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青年創業

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年齡分布於 20-45 歲者 102 年佔 78.04%、103 年佔 77.25%、104 年則

佔 79.9%，創業者學歷以大專生居多，故政府近年來積極於各大專院校推動創業相關計畫。而

近幾年來由於台灣正邁入薪資停滯期，青年的所得偏低，加上自我抱負難以實現與電子商務及社

群網路的發達，激勵許多年輕人想創業當老闆，投入微型創業的比例也增加許多。根據遠見雜誌

2016 全球創業報告中發現，台灣有 88％受訪者對創業抱正面態度，高過 77％的全球平均，其中，

35 歲以下的台灣人對創業正向態度更高達 91％，超過中壯年。因此，本研究以青年創業家為研

究對象，針對年輕創業家進行問卷調查，針對其人格特質、創業環境、創業資源與創業策略，分

析創業成功因素，希望能幫助未來想創業的年輕人能夠擷取成功創業家的經驗，並預先知道自己

創業適合性及可能遭遇困難的問題，以獲得成功經驗的傳承，提高創業成功之機會，以及提升創

業之企業經營績效，減少摸索的失敗，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一個成功企業家的誕生，受環境影響深遠，國際勞工組織(ILO)認為政府應建立有利創業之

環境，讓青年能夠開始創業與經營企業，其中在資金取得的措施上，更是確保青年創業能持續經

營的關鍵(ILO，2013)；本研究從現有創業研究框架理論，選擇青年創業楷模為研究對象，亦從

文獻中瞭解創業環境取向以及創業環境對於創業績效是否具有顯著性影響，藉此研究探討青年創

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Cooper, Willard & Woo(1986)指出，在有限的財務和人力資源條件下，面對已被佔據殆盡的

市場，欲尋求機會並進入市場，選擇適當的競爭策略是必須的，而 Grant(1991)在研究中指出，

傳統的財務報表無法彰顯企業裡的績效是否達成，故本研究以 Cooper & Artz(1995)將創業績效定

義為對創業成果滿意度的差異理論為基礎，在不特別區分行業別的研究對象中，使其研究結果以

較主觀的面向呈現，研究之結果可以提供社會新鮮人評估自己其創業特質外，本身的動機和策略

的運用是否能更有效的調整因應以達到創業績效之目標，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三。 

創新創業使企業快速成長茁壯，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探討青年創業家面

對創業環境與所擁有的創業資源，如何運用有效之經營策略產生良好績效，研究結果可提供給青

年創業者參考。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人格特質、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之影響。 

2. 探討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對創業績效之影響。 

3. 探討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之影響。 

 

二、文獻探討 

1. 創業環境 

外在環境因素是企業家個人的能力無法控制的，但是企業家能了解現有的創業環境與外在

市場條件，認清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對企業家創業會有所幫助(謝凱雯、陳志坪、林聖蒨，

2008)。在環境快速變動下，為了促進經濟成長的關鍵，創業研究成為了解未來社會變動與議題

(Audretsch, 2003)。環境所造成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都會影響到創業後的企業成長，一個國家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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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環境與新設企業具有密切的關係，由此而知環境因素影響每個地方的創業行為，當經營環境及

競爭情形不同，企業所創造之產業便會有所不同(張亞嵐，2009)。創業者的環境因素會影響創業

意向(范巍、王重鳴，2006；Giannetti & Simonov, 2004)。就企業市場之外部環境因素特性，創業

家為求成長或生存時必須進行市場環境與競爭力環境，來面對環境變化所帶來的挑戰與經營危機

(Rindova & Kotha, 2001)。故本研究依據 Zahra & Neubaum(1998)學者的研究，將新創業環境帶來

威脅之影響為分為三種環境衡量構面：(1)市場環境威脅(market environmental hostility)：指企業

營運之外部環境威脅將於不利產業結構之有所影響；(2)競爭者威脅(competitive hostility)：指產

業間競爭者使用多樣化競爭方法的相對強度以及不同廠商的競爭密集度； (3)技術威脅

(technological hostility)：指產業內的快速發展技術資源、能力及轉移。 

 

2. 人格特質 

Hills et al. (1997)研究發現 90%的創業家認為創造力是一項很重要的要素，在情境反映表現

之下的人格特質(personal trait)，其所表現出自己的思想架構和動機意圖，故人格表現將使個人有

持久之特性。亦有學者從創業家過去的工作經驗來探討其對創業成敗的影響(Larson, 1992)，由於

每個人都擁有個別特殊之「人格」，以後天的學習及環境的影響此種獨特個性，係表現於身心各

方面的特質所組成(周惠莉，2003)。依據 Chesney & Roseman(1980)與 Friedman & Roseman(1974)

對人格特質的研究，指出 A 型的人具有高度競爭性、成就慾望高，有強烈自我需求，常有不安

全感、緊張、缺乏耐性、及動作急速等特性，B 型的人格特質則正好相反。McCrae, Costa & 

Bucsh(1986)則提出五大人格特質的向度，以五種基本因素描述：(1)外向的(extraversion)：外向者

較合群、獨斷的和好社交的，內向者則傾向保守的、膽小的、安靜的；(2)隨和的(agreeableness)：

高度隨和的人是合作的、溫暖的與信任的傾向。低度隨和的人則是冷淡的、沒有認同感的與敵對

的；(3)勤勉正直的(conscientiousness)：高度誠懇的人是負責任的、有組織的、可靠的和有毅力的

傾向。反之，則容易離開崗位、沒有組織的和不可靠的；(4)情緒穩定的(emotional stability)：有

穩定的情緒，特質為冷靜的、有自信的和安全的。有高度負向的人偏向緊張、焦慮、難過和危險

的；(5)經驗開放的(openness to experience)：極度開放的人是有創造力、好奇的與對藝術敏銳的。

相對則是較傳統的，對熟悉事物較感到舒適。本研究採用 McCrae, Costa & Busch(1986)提出五大

人格特質為研究構面。 

 

3. 創業資源 

Elfring & Hulsink(2003)認為創業時期的資源取得會是最重要的創業發展之一，並將目標在

於創造與維持價值，為了實踐該價值公司就必須累積、綜合甚至開拓資源(Sirmon & Hitt, 2003)。

而所謂關鍵成功因素係指產業競爭最重要的關鍵性資源與能力(Aaker, 1995)，Wernerfelt(1984)學

者將資源基礎理論定義組織為「資源面」的重要性，創造須借助資源的投入，掌握創造及資源的

優勢，因此創業者為了強化經營能力及掌握社會需求能力，創業者必須設法取得其他欠缺的社會

創業資源(胡哲生、張子揚、黃浩然，2012)。資源匱乏、技術不足、以及資金短缺(Coviello & McAuley, 

1999)，因此進駐實體空間及設備的提供、行政及管理業務資源、技術及人才資源、財務及法務

的資源、資訊及關係網路的資源皆會有利於創業者之行動(陳盈太，2002)，故本研究依據

Honig(1998)之研究，由創業資源面切入認為影響創業的成功因素其內涵如下：(1)人力資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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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經驗、參加職業訓練；(2)社會資源：社會網絡、家庭支持系統；(3)財務資源：初期資

本的募集、政府提供的創業貸款。儘管創造新價值的模式還未被明確定義，但提供了創造潛在顧

客新價值的可能性仍然被充分運用於資源或新的技術能力(Ardichvili, et al. 2003)。 

 

4. 創業策略 

Cooper, Willard & Woo(1986)指出「創業策略」和「企業策略」是同本質的學問，「創業策

略」定義上必須考量到創業初期所面臨的嚴苛環境，因此創新事業著重在公司如何運作(Lumpkin 

& Dess, 1996)；強調如何執行去做(Lumpkin, Dess & Mcfairlin, 1998)。Khanna & Rivkin(2001)也提

出藉由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連結在一起視為關係網絡架構，由一群各自獨立的公司，能與其

它企業進行策略聯盟，學習新的技術能力或取得獨特的知識與 know-how(Kogut, 1988)，並且互

相合作及分享策略性資源，故每種策略有其本身的限制和風險，需要創業家採用特定的作為

(Drucker, 1985)。Luke(2008)探討策略性創業議題對策略創業之兩項領域，認為有交叉與融合之

演化現象，新創事業之研究中認為創業者為爭取競爭力優勢，應製訂競爭策略的目標，使企業的

集合價值全部發揮並深入分析一切的競爭對策，故本研究採用 Porter(1985)對創業策略之三項衡

量構面：(1)成本領導策略(cost leadership)：改進生產效率、產品設計或技術創新；(2)差異化策略

(differentiation)：利用獨特設計及良好技術使產品與競爭對手有所差異；(3)集中策略(focus)：產

品或服務提供之目標對象僅限於某些特定地理區域、消費顧客群或某特定銷售通路。 

 

5. 創業績效 

績效是一個呈現企業營運活動最終結果的整體性概念，對企業目標達成度之一種衡量

(Szilagyi, 1981)，Zahra & Covin(1995)發現企業的創業活動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係會隨著時間而

增強，故創業者能力有助於提升創業者績效，除了經濟績效考量外，仍須加入個人能力的成長、

實現願景目標等非經濟因素。Borman & Motowidlo(1993)認為工作績效是個體對於組織的行為，

可以對組織目標的貢獻程度高低給予量測。而 Cooper & Artz (1995)則認為創業家對於本身的創

業成果滿意與否，亦可視為一種創業績效的衡量方式，因為創業著眼於能創造利潤之機會發掘與

利用，滿足的程度會隨著創業家的初始目標和對於所認知到的績效標準而改變(Lee & Peterson, 

2000) 。當個人及團隊層級都具有共同團隊願景時，對目標績效提昇及策略開發有正向相關

(Locke & Lathan, 1990)。沈超紅與羅亮(2006)則針對五位創業家進行深入訪談，找出影響創業成

功的三大關鍵主要因素：團隊結構、核心技術與策略定位，此三大關鍵分析將創業績效評價指標

分為財務面、顧客面、組織內部經營與員工四個層面。Capon, Farley & Hoening(1990)發現選擇績

效衡量的方式都一致地採用單一指標，且均以自由心證(discretionary)的方式進行，財務指標成為

最基本評斷組織績效的方法。故本研究依據 Murphy, Trailer & Hill(1996)與 Venkataraman(1997)

學者將創業績效界定為經濟性與非經濟性指標之兩項構面。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青年創業家之人格特質、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與創業績效之

影響，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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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2. 研究假設 

(1)創業環境與創業策略之關係 

 有效的策略定位必須將企業的資源、核心能力與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相調和(Thompson, 

1999)，且必須與產業的環境條件相適配(Stearns, 1995; Roure & Keeley, 1990)。所以當企業進行策

略規劃時，環境不確定性及競爭程度，將影響企業策略執行結果與績效(張亞嵐，2009)。Lumpkin 

& Dess(2001)研究顯示，產業環境與組織競爭有高度的關聯性，並扮演著調節競爭導向與組織績

效之間的關係。Covin & Slevin(1989)針對 161 家小型新創事業調查發現，環境因素會影響管理

者創業導向、組織結構、長期預測與組織的財務績效。因此利基市場相對需求較穩定，同時技術

專門的門檻越高，因此競爭威脅的遭遇也相對變低，利基市場之收益相對比較優厚(劉常勇，2002)。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提出假設1： 

 H1：創業環境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1-1：創業環境之市場威脅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1-2：創業環境之競爭者威脅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1-3：創業環境之技術威脅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2)人格特質與創業策略之關係 

創業家對於管理策略之選擇乃是基於本身不同人格特質進而會偏向不同管理策略之使用

(Rao et al. 1995)。陳英武(1984)等人研究顯示，人格特質不同策略風格也傾向有所不同，隋維德

(1998)之研究發現，高外控的經理人員偏向直覺型策略時，而內控者則是偏向知覺思考型之策略。

創業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差異化策略 

˙集中策略 

創業資源 

˙人力資源 

˙社會資源 

˙財務資源 

創業環境 

˙市場環境威脅 

˙競爭者威脅 

˙技術威脅 

創業績效 

˙經濟性指標 

˙非經濟性指標 

人格特質 

˙外向的 

˙隨和的 

˙勤勉正直的 

˙情緒穩定的 

˙經驗開放的 

H1 

H2 

H3 

H4 

H5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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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創業者本身對新奇事物認知的差距有警覺性、具有技巧的流暢表達能力之決策者，便能為基

礎來產生更好之策略且能獨立判斷之決策(Tardif & Sternberg, 1988)。綜合上述文獻推論出假設2：

 H2：人格特質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2-1：人格特質之外向的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人格特質之隨和的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2-3：人格特質之勤勉正直的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2-4：人格特質之情緒穩定的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2-5：人格特質之經驗開放的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3)創業資源與創業策略之關係 

Grant(1999)之研究指出組織的競爭優勢是經由有效的策略所創造得來的，所謂組織能力是

由組織的資源發展而來，因此組織透過能力的運用，才能創造並且增加其資源基礎，最後搭配合

適的策略，替組織產生豐富的利潤，特別是在外部環境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 (McGrath & 

MacMillan, 2000)。湯明哲(2003)從整合的角度指出，組織追求永續成長而不斷因應市場與環境之

變化來制定一套合宜的策略。綜合上述文獻推論出假設3： 

 H3：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3-1：創業資源之人力資源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3-2：創業資源之社會資源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H3-3：創業資源之財務資源對創業策略有顯著正向影響 

(4)創業環境與創業績效之關係 

影響創業家人力資本建構與績效提升常見的重要因素是環境因素(Zahra & Bogner, 2000)，

Robinson(1998)指出產業特性和環境變化對於企業的成長有著顯著性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影響創

業行為有總體環境、社會環境及政治環境同時對經營績效亦有顯著的互動關係(許士軍，1990)，

因此在產業激烈創業之下，競爭者方向程度之環境越高，企業的資產報酬率或營收成長績效就越

佳(Zahra & Garvis, 2002)。陳建宇(2003)認為產業環境具有高競爭性的組織當中，體認愈強烈時，

對企業在績效的表現愈好。綜合上述文獻推論出假設4： 

 H4：創業環境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4-1：創業環境之市場威脅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4-2：創業環境之競爭者威脅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4-3：創業環境之技術威脅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5)創業資源與創業績效之關係 

創業家的永續的競爭優勢，可藉由本身資源與能力的培養與累積，達到理想之組織績效

(Barney, 1986; Grant, 1991)，新創事業在面對組織內部的資源壓力經營上，將會伴隨著較大的創

業績效責任(Baum & Amburgey, 2002) ，故在於熟悉該產業且能夠獲得資源並推出新的事業，即

當策略資源與擁有強大能力的組織，較容易成長、生存與獲利(Chandler & Hanks, 1994)。Matsuno, 

Mentzer & Ozscomer (2002)指出創業資源對於創業績效呈現極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創新的行動

包含了創造新的資源或是以新方法結合現存資源來發展或商品化新產品，進入新市場或服務新顧

客(Ireland et al., 2001)。綜合上述文獻推論出假設5： 

 H5：創業資源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周秀蓉、柯茹庭：人格特質、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及績效之影響－以青年創業家為例 

7 

H5-1：創業資源之人力資源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5-2：創業資源之社會資源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5-3：創業資源之財務資源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6)創業策略與創業績效之關係 

Marc & Gunasekaran(1990)提出專精於少數產品與利基導向是常用的成功策略，因此創業策

略主動存在的投資行為將有助於刺激企業的創業績效(Covin & Slevin, 1989)。而在技術策略與新

產品績效的研究中，支持採行技術創新的公司，對新技術的提升上績效較佳，而採行技術追隨策

略的公司績效較差(張淮杞，1991)。Wiklund & Shepherd(2003)認為組織團隊獲得許多市場、知識

能力、技術以及員工高生產力，將會提高企業之績效，因此創業策略不僅強化組織對經營績效的

影響；也是一種調節於創業策略與創業績效之間關係。廖英杰(2005)的研究證實明顯具有創新預

應的企業策略傾向，將會對於公司財務、創新績效與經營績效上，有正向且直接顯著的影響，因

此創業策略將有助於企業營運與創業績效的表現，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推論出假設6： 

H6：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6-1：創業策略之成本領導策略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6-2：創業策略之差異化策略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H6-3：創業策略之集中策略對創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3. 問卷設計與發放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共分為六部分，共 68 題，第一部分「創業環境」共計 9 題；第二部分

「人格特質」共計 15 題；第三部分「創業資源」共計 16 題；第四部分「創業策略」共計 12 題；

第五部分「創業績效」共計 8 題；第六部分為「基本資料」共計 8 題，受訪者依據實際情形勾

選及填答問題。本研究抽樣對象為台灣地區之青年創業家，根據青創貸款之年齡界定範圍，針對 

20-45 歲之年齡層做為問卷發放對象，採用便利抽樣方法，利用台灣地區青創相關協會與社團介

紹合乎此條件的成員，透過網路問卷方式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對青年創業家發放問卷，並於 

2017 年 4 月將問卷回收統計，共計發放 360 份，共回收 337 份，刪除無效問卷 26 份，有效

回收問卷共 311 份，有效回收率為 92.3 %。 

 

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來進行資料蒐集，於問卷回收後採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程式為

統計分析的工具，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及「迴歸分析」。 

 

四、資料分析 

1. 樣本資料分析 

在有效問卷 311 份樣本中，青年創業者之性別方面之男性佔 63.3%，女性佔 36.7%，故以男

性受訪者為多；婚姻狀況方面之未婚佔 69.8%及已婚佔 30.2%，故以未婚的受訪者為多；年齡比

例分配情形以 26~30 歲的受訪者比例最高佔 39.9%；教育程度比例分配情形以大專或大學的受訪

者比例最高佔 83.3%；創業年資比例分配以創業年資為 1~5 年的受訪者比例最高佔 75.2%；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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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比例分配以 100 萬以下的受訪者比例最高佔 72.3%；年營業額比例分配以 101 萬~200 萬

的受訪者比例最高佔 53.1%；創業行業別比例分配以餐飲業的受訪者比例最高。 

 

2. 描述性統計分析 

(1)受訪者對創業環境之同意程度排序 

受訪者對創業環境之同意程度中：第一為同業間的價格競爭激烈；第二為同業間的產品品

質競爭激烈，如表 1 所示。受訪者對創業環境之不同意程度中：第一為顧客的要求或嗜好改變很

頻繁；第二為顧客的忠誠度很低，如表 2 所示。 

表 1 受訪者對創業環境之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環境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5. 同業間的價格競爭激烈。 3.958 1.219 1 
4. 同業間的產品品質競爭激烈。 3.933 1.257 2 

表 2 受訪者對創業環境之不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環境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顧客的要求或嗜好改變很頻繁。 3.516 1.339 9 
2. 顧客的忠誠度很低。 3.569 1.194 8 

(2)受訪者對人格特質之同意程度排序 

受訪者對人格特質之同意程度中：第一為我會尊重他人的立場；第二為我是個具有責任感

的人，如表 3 所示。受訪者對人格特質之不同意程度中：第一為我常常過分擔心；第二為我是個

具領導力的人，如表 4 所示。 

表 3 受訪者對人格特質之同意程度排序 

人格特質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6. 我會尊重他人的立場。 4.145 0.968 1 
8. 我是個具有責任感的人。 4.125 1.060 2 

表 4 受訪者對人格特質之不同意程度排序 

人格特質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0. 我常常過分擔心。 3.794 1.179 15 
3. 我是個具領導力的人。 3.804 1.212 14 

(3)受訪者對創業資源之同意程度排序 

受訪者對創業資源之同意程度中：第一為為了創業，我事先儲蓄一筆基金；第二為我認為

過去的工作經驗對創業有幫助，如表 5 所示。受訪者對創業資源之不同意程度中：第一為我有申

請創業貸款；第二為除了創業貸款以外，我有申請到一般的信用貸款，如表 6 所示。 

表 5 受訪者對創業資源之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資源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2. 為了創業，我事先儲蓄一筆基金。 4.142 1.065 1 
9. 我認為過去的工作經驗對創業有幫助。 4.048 1.087 2 

表 6 受訪者對創業資源之不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資源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4. 我有申請創業貸款。 2.470 1.540 16 
15. 除了創業貸款以外，我有申請到一般的信用貸款。 2.781 1.491 15 

(4)受訪者對創業策略之同意程度排序 

受訪者對創業策略之同意程度中：第一為提高生產(服務)的品質；第二為行銷技術與方法

的創新，如表 7 所示。受訪者對創業策略之不同意程度中：第一為生產的產品(提供的服務)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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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樣；第二為不斷開發新產品(服務)，如表 8 所示。 

表 7 受訪者對創業策略之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策略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4. 提高生產(服務)的品質。 4.126 1.148 1 
3. 行銷技術與方法的創新。 4.071 1.017 2 

表 8 受訪者對創業策略之不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策略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生產的產品(提供的服務)廣泛而多樣。 3.749 1.357 12 
2. 不斷開發新產品(服務)。 3.897 1.099 11 

(5)受訪者對創業績效之同意程度排序 

受訪者對創業績效之同意程度中：第一為未來公司的前景看好；第二為因創業得到人生更

高層次的滿足，如表 9 所示。受訪者對創業績效之不同意程度中：第一為貴公司目前的營收佳，

在預期範圍內；第二為貴公司長久以來有穩定的成長率，如表 10 所示。 

表 9 受訪者對創業績效之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績效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4. 未來公司的前景看好。 3.955 1.124 1 
7. 因創業得到人生更高層次的滿足。 3.952 1.181 2 

表 10 受訪者對創業績效之不同意程度排序 

創業績效問卷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貴公司目前的營收佳，在預期範圍內。 3.652 1.323 8 
2. 貴公司長久以來有穩定的成長率。 3.727 1.247 7 

 

3. 差異性分析 

(1)不同性別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由表 11 所示，可知男女性別不同在創業環境、創業策略及創業績效皆未達顯著差異，但在

人格特質之「隨和的」、「勤勉正直的」；創業資源之「財務資源」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

且人格特質之「隨和的」、「勤勉正直的」的女性平均數高於男性平均數；創業資源之「財務資源」

的男性平均數高於女性平均數。 

表 11 不同性別對各構面之 t 檢定表 

變數 研究構面 
性別 

t 值 P 值 
男 女 

創業環境 
市場環境威脅 3.569 3.731 -1.554 0.121 
競爭者威脅 3.830 3.898 -0.659 0.510 
技術威脅 3.782 3.819 -0.355 0.723 

人格特質 

外向的 3.944 3.921 0.263 0.793 
隨和的 4.014 4.190 -2.173 0.031* 

勤勉正直的 4.022 4.178 -2.072 0.039* 
情緒穩定的 3.873 3.978 -1.238 0.216 
經驗開放的 3.966 4.009 -0.490 0.625 

創業資源 
人力資源 3.457 3.405 0.518 0.605 
社會資源 3.978 3.863 1.429 0.154 
財務資源 3.298 3.091 2.077 0.039* 

創業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3.898 3.974 -0.961 0.337 
差異化策略 3.885 4.000 -1.283 0.200 
集中策略 3.831 3.930 -1.043 0.298 

創業績效 
經濟性指標 3.803 3.800 0.028 0.977 
非經濟性指標 3.854 4.020 -1.966 0.050 

*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10                        正修學報 第三十二期 民國一百零八年 

(2)不同婚姻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由表 12 可知婚姻不同在人格特質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創業環境之「市場環境威脅」；創業

資源之「人力資源」、「社會資源」；創業策略之「成本領導策略」；創業績效之「經濟性指標」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且創業環境之「市場環境威脅」的未婚平均數高於已婚平均數；創

業資源之「人力資源」、「社會資源」的未婚平均數高於已婚平均數；創業策略之「成本領導策略」

的未婚平均數高於已婚平均數；創業績效之「經濟性指標」的未婚平均數高於已婚平均數。 

表 12 不同婚姻對各構面之 t 檢定表 

變數 研究構面 
婚姻 

t 值 P 值 
未婚 已婚 

創業環境 
市場環境威脅 3.725 3.404 2.954 0.003** 
競爭者威脅 3.917 3.709 1.914 0.057 
技術威脅 3.825 3.727 0.897 0.370 

人格特質 

外向的 3.979 3.837 1.541 0.124 
隨和的 4.063 4.114 -0.561 0.575 

勤勉正直的 4.105 4.021 0.935 0.351 
情緒穩定的 3.931 3.862 0.811 0.418 
經驗開放的 4.003 3.933 0.772 0.441 

創業資源 
人力資源 3.601 3.062 5.096 0.000*** 
社會資源 4.015 3.752 0.924 0.002** 
財務資源 3.246 3.166 0.783 0.434 

創業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4.001 3.752 0.711 0.003** 
差異化策略 3.972 3.823 0.741 0.112 
集中策略 3.917 3.752 0.646 0.097 

創業績效 
經濟性指標 3.891 3.598 0.340 0.006** 
非經濟性指標 3.963 3.803 0.607 0.072 

*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3)不同年齡層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如表 13 所示，可知不同年齡層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在創業資源方面：不同年齡層對創業資

源之「人力資源」及「社會資源」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年齡為 26~30

歲對「人力資源」的感受程度最高；年齡為 26~30 歲對「社會資源」的感受程度高於 20~25 歲

及 41~45 歲，年齡 31~35 歲的感受程度高於 20~25 歲。 

表 13 不同年齡層對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
數 

研究構面 
年齡層 

t 值 P 值 
(1) (2) (3) (4) (5) 

創
業
環
境 

市場環境威脅 3.688 3.785 3.531 3.563 3.417 2.150 0.075 
競爭者威脅 4.021 3.804 4.006 3.854 3.729 1.142 0.337 

技術威脅 3.750 3.844 3.802 3.656 3.787 0.313 0.869 

人
格
特
質 

外向的 3.781 3.922 3.989 3.979 3.969 0.483 0.748 
隨和的 4.094 4.019 4.062 4.146 4.167 0.519 0.722 

勤勉正直的 4.146 4.048 4.073 4.135 4.083 0.197 0.940 
情緒穩定的 3.938 3.887 3.927 3.948 3.906 0.079 0.989 
經驗開放的 4.042 3.981 3.977 4.000 3.948 0.091 0.985 

創
業
資
源 

人力資源 3.419 3.740 3.424 3.038 3.075 9.707 0.000*** 
社會資源 3.615 4.112 3.935 3.906 3.771 4.949 0.001** 

財務資源 3.125 3.268 3.302 3.075 3.181 0.573 0.682 

創
業
策
略 

成本領導策略 3.885 3.985 3.864 3.865 3.917 0.460 0.765 
差異化策略 3.906 3.922 3.876 4.104 3.906 0.514 0.725 

集中策略 3.750 3.850 4.068 3.990 3.714 1.881 0.114 

創
業
績

經濟性指標 3.547 3.952 3.742 3.711 3.742 1.920 0.107 

非經濟性指標 3.797 3.915 3.941 3.859 3.977 0.397 0.811 



 
 
 
 
 
 
 
 
 
 
 
 
 
 
 
 
 
 
 
 
 
 
 
 
 
 
 
 
 
 
 
 
 
 
 
 
 
 
 
 
 

 

周秀蓉、柯茹庭：人格特質、創業環境與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及績效之影響－以青年創業家為例 

11 

效 

註 1：*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註 2：(1)20~25 歲 (2)26~30 歲 (3)31~35 歲 (4)36~40 歲 (5)41~45 歲 

(4)不同教育程度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如表 14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在創業環境方面：不同教育程度對創業環境

之「競爭者威脅」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教育程度為高中及研究所以

上對「競爭者威脅」的感受程度均高於大專或大學。人格特質方面：不同教育程度對人格特質之

「外向的」、「隨和的」及「勤勉正直的」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教育

程度為研究所或以上對「外向的」的感受程度高於大專或大學；教育程度為高中及研究所或以上

對「隨和的」的感受程度均高於大專或大學；教育程度為研究所或以上對「勤勉正直的」的感受

程度高於大專或大學。在創業策略方面發現：不同教育程度對創業策略之「差異化策略」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對「差異化策略」的感受程

度高於高中。在創業績效方面：不同教育程度對創業績效之「非經濟性指標」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教育程度為高中及研究所以上對「非經濟性指標」的感受程度均

高於大專或大學。 

表 14 不同教育程度對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數 研究構面 
教育程度 

F 值 P 值 
(1) (2) (3) 

創業環境 
市場環境威脅 3.614 3.629 3.626 0.003 0.997 
競爭者威脅 4.263 3.774 4.253 6.712 0.001** 
技術威脅 3.965 3.766 3.910 0.874 0.418 

人格特質 

外向的 4.088 3.888 4.222 3.410 0.034* 
隨和的 4.526 4.005 4.394 8.394 0.000*** 

勤勉正直的 4.263 4.012 4.505 8.992 0.000*** 
情緒穩定的 4.035 4.000 3.839 0.487 0.615 
經驗開放的 3.895 3.968 4.141 0.949 0.388 

創業資源 
人力資源 3.358 3.451 3.382 0.188 0.829 
社會資源 3.860 3.941 3.939 0.123 0.884 
財務資源 2.874 3.238 3.297 1.707 0.183 

創業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4.184 3.891 4.046 2.285 0.104 
差異化策略 4.193 3.873 4.202 4.037 0.019* 
集中策略 4.246 3.824 3.990 2.882 0.058 

創業績效 
經濟性指標 3.934 3.770 3.985 1.168 0.312 
非經濟性指標 4.224 3.862 4.152 4.329 0.014* 

註 1：*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註 2：(1)高中 (2)大專或大學 (3)研究所或以上 

(5)不同創業年資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由表 15 可知不同創業年資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在創業資源方面發現：不同創業年資對創業

資源之「人力資源」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創業年資為 1~5 年對「人

力資源」的感受程度高於 6~10 年。 

表 15 不同創業年資對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數 研究構面 
創業年資 

F 值 P 值 
(1) (2) (3) (4) (5) 

創業 
環境 

市場環境威脅 3.643 3.599 3.444 3.750 4.112 0.488 0.744 
競爭者威脅 3.852 3.782 3.825 4.583 4.445 1.105 0.354 
技術威脅 3.796 3.735 3.746 4.333 4.332 0.720 0.578 

人格 外向的 3.897 4.054 3.952 4.250 4.443 0.993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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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 隨和的 4.047 4.184 4.016 4.583 4.556 1.211 0.306 
勤勉正直的 4.077 4.061 4.032 4.5000 4.333 0.526 0.717 
情緒穩定的 3.893 3.986 4.000 3.2500 4.222 1.346 0.253 
經驗開放的 3.973 3.932 4.143 4.167 4.110 0.396 0.811 

創業 
資源 

人力資源 3.515 3.171 3.391 2.750 3.000 2.646 0.034* 
社會資源 3.919 4.020 3.984 3.750 3.833 0.337 0.853 
財務資源 3.223 3.225 3.200 2.650 4.000 1.043 0.385 

創業 
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3.909 3.970 3.905 4.333 4.500 1.033 0.390 
差異化策略 3.895 4.116 3.714 4.167 4.556 1.893 0.112 
集中策略 3.869 3.830 3.746 4.417 4.444 0.992 0.412 

創業 
績效 

經濟性指標 3.775 3.806 3.929 4.250 4.417 0.833 0.505 

非經濟性指標 3.880 3.939 4.083 4.500 4.333 1.367 0.245 

註 1：*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註 2：(1)1~5 年 (2)6~10 年 (3)11~15 年 (4)15~20 年 (5)20 年以上 

(6)不同創業資本額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由表 16 可知不同創業資本額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在創業環境方面發現：不同創業資本額對

創業環境之「競爭者威脅」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創業資本額為 201~300

萬對「競爭者威脅」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及 101 萬~200 萬。人格特質方面：不同創業資

本額對人格特質之「外向的」、「隨和的」及「經驗開放的」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

後檢定得知，創業資本額為 201~300 萬對「外向的」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及 101 萬~200

萬；創業資本額為 201~300 萬對「隨和的」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101 萬~200 萬及 401

萬~500 萬；創業資本額為 201~300 萬對「經驗開放的」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101 萬~200

萬及 500 萬以上。創業策略方面：不同創業資本額對創業策略之「成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

及「集中策略」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創業資本額為 201~300 萬對「成

本領導策略」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101 萬~200 萬及 401 萬~500 萬，創業資本額又為 500

萬以上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及 401 萬~500 萬；創業資本額為 100 萬以下、101 萬~200 萬

及 201~300 萬對「差異化策略」的感受程度均高於 500 萬以上，創業資本額為 500 萬以上的感

受程度高於 100 萬以下及 401 萬~500 萬；創業資本額為 201~300 萬對「集中策略」的感受程度

高於 100 萬以下及 101 萬~200 萬。 

表 16 不同創業資本額對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檢定表 

變數 研究構面 
創業資本額 

F 值 P 值 
(1) (2) (3) (4) (5) (6) 

創業 
環境 

市場環境 
威脅 

3.633 3.623 3.756 3.500 3.222 3.333 0.267 0.931 

競爭者 
威脅 

3.773 3.880 4.711 4.333 3.889 4.44 3.889 0.002** 

技術威脅 3.756 3.803 4.378 3.500 3.556 4.333 1.774 0.118 

人格 
特質 

外向的 3.864 3.995 4.556 4.250 4.333 4.222 3.067 0.010* 
隨和的 4.050 4.038 4.511 4.583 3.556 4.667 2.298 0.045* 
勤勉 
正直的 

4.065 3.995 4.467 4.417 4.556 4.000 1.722 0.129 

情緒穩定
的 

3.904 3.918 4.178 3.750 3.222 3.778 1.118 0.351 

經驗 
開放的 

3.944 3.956 4.667 4.333 4.000 3.444 3.334 0.006** 

創業 
資源 

人力資源 3.429 3.466 3.760 3.250 3.333 2.267 1.673 0.141 
社會資源 3.919 3.997 4.033 4.083 3.833 3.333 0.692 0.630 
財務資源 3.178 3.249 3.680 3.000 3.667 3.533 1.259 0.282 

創業 
策略 

成本領導 
策略 

3.8830 3.9344 4.333 4.4167 3.5000 4.667 2.756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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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 
策略 

3.883 3.934 4.33 4.417 3.500 4.667 3.709 0.003** 

集中策略 3.902 3.934 4.289 4.250 2.556 4.778 2.698 0.021* 

創業 
績效 

經濟性 
指標 

3.837 3.754 4.422 4.333 4.333 4.556 1.787 0.115 

非經濟性 
指標 

3.762 3.791 4.350 4.313 3.417 4.000 2.199 0.054 

註 1：*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註 2：(1) 100 萬以下 (2) $101 萬 1~200 萬 (3) $201 萬~300 萬 (4) $301 萬~400 萬(5) 401 萬~500 萬 (6)500 萬以上 

(7)不同年營業額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由表 17 可知不同年營業額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在創業環境方面發現：不同年營業額對創業

環境之「市場環境威脅」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年營業額為 100 萬以

下及 101 萬~200 萬對「市場環境威脅」的感受程度皆高於 201~300 萬。人格特質方面：不同年

營業額對人格特質之「隨和的」、「勤勉正直的」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

年營業額為 100 萬以下、401 萬~500 萬、601 萬~700 萬及 701 萬~800 萬對「隨和的」的感受程

度皆高於 201~300萬，年營業額為 100萬以下及 601萬~700萬的感受程度皆高於 101萬~200萬；

年營業額為 100 萬以下對「勤勉正直的」的感受程度高於 101 萬~200 萬及 201~300 萬，年營業

額為 601 萬~700 萬的感受程度高於 201 萬~300 萬。創業資源方面：不同年營業額對創業資源之

「人力資源」及「社會資源」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年營業額為 101

萬~200 萬對「人力資源」的感受程度高於 201~300 萬、501 萬~600 萬及 601 萬~700 萬，年營業

額為 301 萬~400 萬的感受程度高於 601 萬~700 萬；年營業額為 101 萬~200 萬、201~300 萬、301

萬~400 萬對「社會資源」的感受程度皆高於 601 萬~700 萬，年營業額為 101 萬~200 萬的感受程

度高於 100 萬下。創業績效方面：不同年營業額對創業績效之「經濟性指標」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年營業額為 101 萬~200 萬對「經濟性指標」的感受程度高於 100

萬下及 201~300 萬。 

表 17 不同年營業額對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檢定表 

變
數 

研究 
構面 

年營業額 
F 值 P 值 

(1) (2) (3) (4) (5) (6) (7) (8) 

創
業 
環
境 

市場環
境威脅 

3.829 3.758 3.289 3.600 3.593 3.367 3.250 2.833 2.735 0.009** 

競爭者
威脅 

4.077 3.855 3.622 3.933 4.037 4.067 3.917 4.667 1.430 0.193 

技術 
威脅 

3.761 3.847 3.512 4.089 4.148 4.100 4.333 3.333 2.016 0.053 

人
格 
特
質 

外向的 3.838 3.931 3.871 4.044 4.185 4.300 4.417 3.667 0.974 0.450 
隨和的 4.308 4.044 3.871 4.089 4.407 4.333 4.833 5.000 3.028 0.004** 
勤勉 
正直的 

4.325 4.061 3.906 4.022 4.333 4.167 4.667 4.333 2.132 0.040* 

情緒 
穩定的 

4.060 3.927 3.751 4.200 3.889 3.767 3.500 4.333 1.550 0.150 

經驗 
開放的 

4.009 3.986 3.811 4.222 4.333 4.000 4.167 5.000 1.642 0.123 

創
業 
資
源 

人力 
資源 

3.380 3.562 3.310 3.600 3.222 2.920 2.700 2.400 2.395 0.021** 

社會 
資源 

3.735 4.030 3.888 4.089 3.815 3.383 3.667 4.333 2.283 0.028** 

財務 
資源 

3.021 3.186 3.418 3.653 3.044 3.100 2.800 2.600 1.755 0.096 

創
業 

成本領
導策略 

3.962 3.939 3.774 3.978 4.074 4.100 4.500 4.083 1.122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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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差異化
策略 

4.051 3.905 3.836 4.200 3.704 4.033 4.417 3.833 0.956 0.464 

集中 
策略 

3.795 3.883 3.662 4.044 4.370 4.267 4.333 4.333 1.955 0.061 

創
業 
績
效 

經濟性
指標 

3.551 3.924 3.545 3.917 4.028 3.775 4.375 4.375 2.407 0.021* 

非經濟
性指標 

3.872 3.914 3.806 4.067 4.194 3.950 4.500 4.750 1.305 0.247 

註 1：*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註 2：(1) 100 萬以下 (2) $101 萬 1~200 萬 (3) $201 萬~300 萬 (4) $301 萬~400 萬(5) 401 萬~500 萬 (6)501 萬~600 萬 (7)601

萬~700 萬 (8)701 萬~800 萬 

(8)不同創業行業別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 

由表 18 可知不同創業行業別對各構面的分析結果在可知除了創業資源之「社會資源」及創

業策略之「集中策略」對創業行業別達到顯著差異之外，其餘構面對創業行業別皆未達到顯著差

異。創業資源之結果發現：不同創業行業別對創業資源之「社會資源」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

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創業行業別為電子及機械業、批發及零售業、建材營造業、紡織工業、

工業設計業、商業設計業、觀光旅遊業、餐飲業對「社會資源」的感受程度皆高於教育服務業及

農林漁牧業，創業行業別又為建材營造業、紡織工業、工業設計業、商業設計業、觀光旅遊業及

餐飲業的感受程度皆高於服務業。創業策略之結果發現：不同創業行業別對創業策略之「集中策

略」的 P 值小於 0.05 為有顯著差異。事後檢定得知，創業行業別為電子及機械業、生技醫療業、

紡織工業、工業設計業、教育服務業、資訊科技業、觀光旅遊業、食品加工業、餐飲業及服務業

對「集中策略」的感受程度皆高於財務金融業；創業行業別又為教育服務業、商業設計業、觀光

旅遊業及餐飲業的感受程度皆高於化學工業；創業行業別又為商業設計業及餐飲業的感受程度皆

高於批發及零售業；創業行業別又為商業設計業的感受程度高於建材營造業及紡織工業；創業行

業別又為餐飲業的感受程度高於工業設計業。 

表 18 不同創業行業別對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檢定表 

變
數 

研
究 
構
面 

創業行業別 

F 值 P 值 
(1) (2) (3) (4) (5) (6) (7) (8) 

創
業
資
源 

社
會
資
源 

4.024 3.417 3.935 3.729 4.010 3.833 4.333 3.583 1.809 0.029* 

創
業
策
略 

集
中
策
略 

4.048 2.833 3.626 3.750 3.625 3.833 4.111 2.500 2.042 0.011*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F 值 P 值 
創
業
資
源 

社
會
資
源 

4.079 2.917 3.633 4.025 4.667 3.917 4.026 3.667 3.238 1.809 0.029* 

創
業
策
略 

集
中
策
略 

3.711 4.667 3.800 4.033 4.667 4.042 4.109 3.839 3.714 2.042 0.011* 

註 1：*表 P 值<0.05 有顯著差異；**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差異；***表 P 值<0.001 極顯著差異 

註 2：(1)電子及機械業 (2)化學工業 (3)批發及零售業 (4)生技醫療業 (5)建材營造業 (6)水泥工業 (7)紡織工業 (8)財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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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業 (9)工業設計業 (10)教育服務業  (11)資訊科技業 (12)商業設計業 (13)觀光旅遊業 (14)食品加工業 (15)餐飲業 

(16)服務業 (17)農林漁牧業 

 

4. 迴歸分析 

(1)創業環境對創業策略之影響 

創業環境對創業策略之 F 值為 139.942，R
2
值為 0.578，P 值為 0.000，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

水準。如表 19 所示，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1、H1-1、H1-2 及 H1-3 皆成立。 

表 19 創業環境對創業策略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構面 
創業策略 

β 值 t 值 顯著性 VIF 

創業環境 

市場環境威
脅 

0.270 5.857*** 0.000*** 1.549 

競爭者威脅 0.286 6.354*** 0.000*** 1.478 
技術威脅 0.368 7.996*** 0.000*** 1.540 

F 檢定 139.942 
顯著性 0.000*** 

R
2
 0.578 

adj-R
2
 0.573 

*表 P 值<0.05 有顯著影響；**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影響；***表 P 值<0.001 極顯著影響 

(2)人格特質對創業策略之影響 

人格特質對創業策略之 F 值為 107.526，R
2
值為 0.638，P 值為 0.000，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

水準。如表 20 所示，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2、H2-1、H2-2、H2-3、H2-4

及 H2-5 皆成立。 

表 20 人格特質對創業策略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構面 
創業策略 

β 值 t 值 顯著性 VIF 

人格特質 

外向的 0.181 3.998*** 0.000*** 1.726 
隨和的 0.258 5.788*** 0.000*** 1.676 

勤勉正直的 0.229 5.303*** 0.000*** 1.567 
情緒穩定的 0.218 5.448*** 0.000*** 1.353 
經驗開放的 0.201 4.624*** 0.000*** 1,599 

F 檢定 107.526 
顯著性 0.000*** 

R
2
 0.638 

adj-R
2
 0.632 

*表 P 值<0.05 有顯著影響；**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影響；***表 P 值<0.001 極顯著影響 

(3)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之影響 

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之 F 值為 32.780，R
2
值為 0.243，P 值為 0.000，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

水準。如表 21 所示，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3、H3-1 及 H3-2 皆成立，但

H3-3 不成立。 

表 21 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構面 
創業策略 

β 值 t 值 顯著性 VIF 

創業資源 
人力資源 0.227 3.780*** 0.000*** 1.466 
社會資源 0.297 5.030*** 0.000*** 1.416 
財務資源 -0.335 -6.472*** 0.000*** 1.086 

F 檢定 32.780 
顯著性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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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0.243 

adj-R
2
 0.235 

*表 P 值<0.05 有顯著影響；**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影響；***表 P 值<0.001 極顯著影響 

(4)創業環境對創業績效之影響 

創業環境對創業績效之 F 值為 110.185，R
2
值為 0.518，P 值為 0.000，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

水準。如表 22 所示，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4、H4-1、H4-2 及 H4-3 皆成立。 

表 22 創業環境對創業績效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構面 
創業績效 

β 值 t 值 顯著性 VIF 

創業環境 
市場環境威脅 0.299 6.065*** 0.000*** 1.549 
競爭者威脅 0.257 5.332*** 0.000*** 1.478 
技術威脅 0.321 6.539*** 0.000*** 1.540 

F 檢定 110.185 
顯著性 0.000*** 

R
2
 0.518 

adj-R
2
 0.514 

*表 P 值<0.05 有顯著影響；**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影響；***表 P 值<0.001 極顯著影響 

(5)創業資源對創業績效之影響 

創業資源對創業績效之 F 值為 45.148，R
2
值為 0.306，P 值為 0.000，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

水準。如表 23 所示，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5、H5-1 及 H5-2 皆成立，但

H5-3 不成立。 

表 23 創業資源對創業績效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構面 
創業績效 

β 值 t 值 顯著性 VIF 

創業資源 
人力資源 0.292 5.078*** 0.000*** 1.466 
社會資源 0.332 5.870*** 0.000*** 1.416 
財務資源 -0.315 -6.348*** 0.000*** 1.086 

F 檢定 45.148 
顯著性 0.000*** 

R
2
 0.306 

adj-R
2
 0.299 

*表 P 值<0.05 有顯著影響；**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影響；***表 P 值<0.001 極顯著影響 

(6)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之影響 

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之 F 值為 155.288，R
2
值為 0.603，P 值為 0.000，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

水準。如表 24 所示，可知此迴歸模型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H6、H6-1、H6-2 及 H6-3 皆成立。 

表 24 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構面 
創業績效 

β 值 t 值 顯著性 VIF 

創業策略 
成本領導策略 0.553 11.402*** 0.000*** 1.816 
差異化策略 0.180 4.225*** 0.000*** 1.403 
集中策略 0.163 3.532*** 0.000*** 1.651 

F 檢定 155.288 
顯著性 0.000*** 

R
2
 0.603 

adj-R
2
 0.599 

*表 P 值<0.05 有顯著影響；**表 P 值<0.01 非常顯著影響；***表 P 值<0.001 極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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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創業環境與創業策略之關係 

創業環境對創業策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創業者的創業環境之市場環境威脅、競爭者威

脅及技術威脅感受程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策略，其中又以「技術威脅」影響程度最

大。當創業者應環境的技術快速發展變動時，相對需求不穩定，且會有不確定性的競爭皆會影響

創業者本身的策略執行及結果，因此創業者的創業環境偏向於技術威脅時，會影響創業者調整企

業內之創業策略並創造新的價值。本研究結果與 Covin & Slevin (1989)、吳思華(1996)、Lumpkin 

& Dess(2001)與張亞嵐(2009)等多位學者提出之論點相符。 

(2)人格特質與創業策略之關係 

人格特質對創業策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創業者的人格特質之外向的、隨和的、勤勉正

直的、情緒穩定的及經驗開放的感受程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策略，其中又以「隨和

的」影響程度最大。當創業者愛好社交、好相處合作且對新事物更加好奇之特質影響，將會使用

不同管理策略，因此創業者的人格特質偏向於隨和的特質時，能產生更好的想像力及創業決策。

本研究結果與陳英武(1984)、Rao et al. (1995)、隋維德(1998)、吳思華(1996)等多位學者提出之論

點相符。 

(3)創業資源與創業策略之關係 

創業資源對創業策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創業者的創業資源之人力資源、社會資源及財

務資源的感受程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策略，其中又以「社會資源」影響程度最大。

當創業融入資源基礎時並搭配合適的策略，能替產業創造優勢，且提高創業之成功機會，因此創

業者的創業資源偏向於社會資源時，在社會網絡支持運用下將能長期影響策略分配方式及規劃。

本研究結果與 Grant(1999)、McGrath & MacMillan(2000)、與湯明哲(2003)等多位學者提出之論點

相符。 

(4)創業環境與創業績效之關係 

創業環境對創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創業者的創業環境中之市場環境威脅、競爭者

威脅及技術威脅感受程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績效，其中又以「技術威脅」影響程度

最大。當環境的變化會有助於創業績效的顯著影響，且競爭的環境越高，企業成長之效果越佳，

更直接影響經營績效之顯著互動關係。因此創業者的創業環境偏向於技術威脅時，能引進新產品

及技術，便能產出更優越的創業績效。本研究結果與許士軍(1990)、Zahra & Bogner(2000)、陳建

宇(2003)等學者提出之論點相符。 

(5)創業資源與創業績效之關係 

創業資源對創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創業者的創業資源之人力資源、社會資源及財

務資源的感受程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績效，其中又以「社會資源」影響程度最大。

當創業家積極培養自身能力及資源優勢，重組潛藏機會的資源，運用創新社會資源進入市場及服

務並永續的達到理想之創業績效，因此創業者的創業資源偏向於社會資源時，政府也會在社會扮

演著對創業者支持及推廣之角色。本研究結果，與Grant (1991)、Baum & Amburgey(2002)、Chandler 

& Hanks(1994)等多位學者提出之論點相符。除此之外，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大多創業者以自行

先存好一筆創業基金為主要資金來源，向政府及銀行申請借貸的創業者為少數，故創業資源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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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源對創業績效未達正向影響，換句話說，當創業者的借貸比例提高，風險也會提高，表示創

業績效或公司營運並沒達到滿意的表現。 

(6)創業策略與創業績效之關係 

創業策略對創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創業者的創業策略之成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

略及集中策略的感受程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創業者的創業績效，其中又以「成本領導策略」影響

程度最大。當創業者能運用創新策略，同時支持採用創新技術(服務)並累積競爭優勢，不僅能強

化組織，進而提升強化經營之創業績效，因此創業者的創業策略偏向於成本領導策略時，能獲得

更多創新的策略研究進而顯現與對手相互比較之差異。此研究結果，與 Marc & Gunasekaran(1990)、

張淮杞(1991)、Wiklund & Shepherd(2003)、廖英杰(2005)等多位學者提出之論點相符。 

 

2. 建議 

本研究調查顯示大多青年創業者會自行先存好一筆創業基金為主要資金來源，而近幾年政

府積極倡導青年創業，縣市設立創業基地及免費諮詢、課程，提高青年創業動機，並提供青年創

業貸款等眾多輔導方案，希望能提升青年創業者邁向穩定之方向，本研究結果也證實資金資源可

透過政府、銀行或青創協會等眾多管道取得並降低創業過程中失敗的機率，增加青年創業者的資

金來源。 

此外，年輕人憂心創業風險高，政府應提供更多助力鼓勵青年創業。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內

大多創業輔導單位以政府為管道，在社會資源方面則可透過參與學校舉辦創業競賽或創業社團活

動吸收專家給予的建議精隨，或透過與青商創業互動會談進而拓廣自己的人脈，也可透過政府或

企業舉辦的創業講座了解目前市場的利基點。故青年創業者不只侷限於政府開課及推廣，透過與

成功創業人士互相交流，了解創業成功者如何運作策略，進而獲得關鍵資源。創業過程中會面臨

環境快速的變化，創業經驗較不足的青年創業家容易因反應不及而導致創業失敗結果，因此當面

臨環境快速變化時可運用創業策略面對環境風險，提升技術門檻及創新產業產品(服務)之策略，

相對環境威脅會降低，且增進創業者成功機會，提升創業績效達到目標。 

本研究針對創業環境、人格特質及創業資源與創業策略變數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並且了

解對創業績效之影響，由於國內以青年創業家為例的研究較少，故本研究成果可提供後續學術研

究主題延伸之參考。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用個案研究方法，透過深入觀察及訪談研究，探討青年

創業家之創業歷程與成功關鍵因素，將有助於瞭解各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並發展出新的模式做

為後學者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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