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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創業活動是帶動著國家經濟持續的成長要素之一，而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

中，中小型企業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讓臺灣能渡過金融風暴的重

要角色，Schumpeter（1934）認為促進市場經濟的原動力就是企業家的創新，而

在社會經濟環境變遷之下，創業已成為各國政府所重視的一環。全球創業觀察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將臺灣列為高收入國家，在文化、

創業教育及政府政策推動下使臺灣的創業環境指數在 54 個經濟體中排名前五

名。 

由於教育的目標在於增進個人的內在能力，若想成為成功的創業家有其應具

備的專業技能，因此政府積極的在教育上進行推動，教育部（2019）於 2018 年

起實施 5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針對 68 所一般大學和 79 所技專校院共 147 所學

校，每年度提供 167.2 億元補助並且引導學校落實教育現場，培育學生關鍵基本

能力及就業能力，以學生學習為本位將教學創新化，藉由翻轉式教學模式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另外透過政府、企業、學校三角之間互相的合作，以開發課程或建

構實驗室，藉此讓學生能夠提早與職場連結，並促進學生將被動式就業觀念轉為

主動的創業精神。於 2018 年為鼓勵技專校院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下所帶動出

校內創新創意實踐能量，實施「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要點」，每年提供補助最

高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鼓勵學生創意啟發及自造實作之能力為目的，建構出學

校師生創新創業支援系統，藉此幫助學生提高創新及就業力。 

根據技專校院課程資訊網（2021）及經濟部統計處（2020）統計調查發現從

2010 年到 2021 年技專校院修習創新創業學程之學生由 749 人增加至 11,656 人，

迄今提升 1,456%。本文發現眾多創新創業課程著仍重於理論上的講述，缺乏實

務操作經驗，使學生修習完課程仍然覺得創業是一場夢，並沒有增加創業的動

力。導致修習創新創業課程人數有幅度的增加，但最終創業的人並未等比增加的

狀況，因此，本文根據創新創業課程開課經驗與現況現況提出檢討與建議，期能

對我國技專校院推動創業教育有所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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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技專校院創新創業修課人數及臺灣創業人數比率 
資料來源：技專校院課程資源網（2020）及經濟部統計處（2020） 

二、創新創業課程內容及重要性 

隨著臺灣經型態的轉變，創業已成為新的就業趨勢，在 GEM 報告中將新創

事業定義為成立時間在 42 個月內的企業，由於現代網路時代發達且電子商務

（E-commerce）活動頻繁的世代中，使創業者可以藉由網路在低資本的狀態下進

行創業，雖然電商創業方式起步容易，讓許多臺灣年輕人都抱持著創業的夢想產

生創業衝動，但多數者在未修習創新創業課程的背景下，缺乏創業、創新知能及

創業家精神，在競爭對手多的環境中受到威脅，導致創業者支撐不過新創企業階

段，因此創新創業課程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教育部於 2003 年起推動創新創業課程，經由創業教育、創業機會、創業組

織模式、創業策略等的課程，提供學生創業相關知識、態度、技術、能力等，以

培養學生建立自我創業精神及創業動機，並且透過課程增加創業的可行性及成功

率，培育學生的事業心、進取心、開拓及冒險精神，讓學生了解創新的原動力、

產生創意的方法，同時鼓勵學生來提出創造的理念（張仁家，2017）。另外有些

學校透過競賽，發現學生除了可以從中得到知識共享、理解創新的複雜性及錯誤

中學習外，還可以學習克服失敗的恐懼，培育創造力、主動性、自信心、領導能

力及團隊合作精神，這些能力（要素）為創業過程中相當重要的能力（Saji & Nair, 
2018）。 

三、當前創業教育課程之檢討 

創業課程旨在幫助處於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了解公眾背景及

培育創業家精神，使其幫助準創業者或預想創業者做好準備，雖然目前已有少部

分以競賽模式代替傳統教學方式，但大部分課程依舊運用知識來發揮創意與思

考，經由理論來教導管理企業所需的知識技能，包含經營管理概念、行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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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技能，但仍造成臺灣創業失敗比例高達 40.6%的現況。 

(一) 課程內容偏重於理論層面 

創業課程對於技能介紹是有幫助，但唯有在工作場上的實務經驗才能使學生

真正掌握到這些技能（Fearon, Nachmias, McLaughlin, & Jackson, 2018）。目前課

程內容多放在知識的傳授而忽略實際操作的重要性，使學生受到傳統思想束縛缺

少目標方向，但創業需要的就是實際操作的能力，包含營銷技巧、管理能力與溝

通技巧等能力，都是難以透過理論課程教學學習到，多數教學持續停留在紙上談

兵階段（蘇明，2011）。造成創業勇氣不足、創業動力不夠，甚至還有對於自我

創業期望值偏高的狀況，導致學生在面對實際創業時仍然束手無策，使得創業課

程不易有效的培育人才。 

(二) 課程教師的實踐經驗不足 

教師於課程中所提供的經驗教育決定了學生修習完課程所擁有的創業家精

神（Ruskovaara, & Pihkala, 2015），而在學校教師擁有創業經驗不多的狀態下，

缺少企業經營、投資決策、開拓市場等實踐經驗，即使創業課程內容完整，但仍

無法有效傳達實際場域如何解決實務問題（方超、盛旗鋒、費瑞波，2019；Du Toit, 
& Gaotlhobogwe, 2018）。若教師的實踐經驗不足時，無法帶動學生上課的積極

性，不易引起學生對創業教育的重視，甚至可能會消磨大學生對創業的熱情與嚮

往（彭華偉，2014）。創業課程的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多為課堂學習形式，則難以

透過課程讓學生了解創業家決定創業的關鍵因素，唯有讓學生學習創業過程、經

歷、深知創業可能面臨的問題、解決方案以及市場趨勢，在經驗充分交流的學習

環境下，方可使學生藉由修習創業課程提升創業動力。 

四、改善創業教育課程之建議 

創新創業課程目的不僅是教會學生如何從事創業，更是希望能藉此培育出企

業家精神及態度，但學生可能經過課程學習後了解到創業並不容易，而降低創業

意願（Chen, Hsiao, Chang, Chou, Chen, & Shen, 2015），而 Carrier（2005）發現創

新創業課程是以商業計劃為重點的基礎課程，對學生的創業意圖有負面影響。反

之，若課程側重於技能與能力的發展，較能提高學生創業的動力，因此本文提出

三項課程修訂建議。 

(一) 結合廠商開設模擬實境實作課程參與地方政府計畫競賽 

在創業課程中，經由學校開設模擬實境實作並提供創業基金及場地，透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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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指引進行微型創業，於課堂中指導學生以專題模式進行學習。藉由廠商提供產

品促進學生發想，學習從產品包裝、行銷，到成功售出的過程來提升學生創新思

考能力，以增加學生實作經驗，並在課堂實作中搭配地方政府推動的創新創業計

畫競賽，透過競賽獎金激發學生競爭意識，且從實作課程模擬實境中增加學生實

際操作經驗，引導學生從經營者角度建立訂定產品策略及市場定位的創新思考。

黃子榕與林坤誼（2014）研究指出實作可以提升學生對於知識整合態度與行為意

圖，促進學生自我能力的培養以及建立自我信心。因此，可藉由實作課程觀察及

體驗使用者需求，同時了解創業的脈絡與契機，提高學生創業動力。 

(二) 安排至新創公司參與創業體驗學習 

校外實習課程是一種主動學習的形式，又稱為體驗式學習，是一個很好的機

制，Keat、Selvarajah 與 Meyer（2011）研究指出校外實習與創業呈正相關，此

教學模式可以使他們具備創業能力並且為未來的職業做好準備。因此學校可以鼓

勵學生透過線上平台尋找實習機會，其中以「Yourator 新創職涯平台」為例，他

們旨在於建立起新創育成的合作生態，精準鎖定新創企業、數位產業進行人才媒

合，協助新創公司尋找實習對象（新創職涯平台 Yourator，2016），讓學生可以

透過實習機會進入新創公司，藉由真實的商業環境中提供學生學習經驗，提供一

個整合思維與行動的機會，除了可以從中獲得專業技能外，亦可學習成功新創公

司營運的模式。 

(三) 參訪成立滿 3.5 年之企業提升學生對創業的興趣 

校外參訪主要是將學習環境從教室內延伸至教室外，增強學生對事物之觀察

力、提升學習興趣，李崑山（1995）認為校外教學是一種有目標導向性、有系統

性、有程序性且可以以活潑化、彈性化呈現的教學活動。根據 GEM 所定義之新

創企業條件中尋找成立滿 3.5 年之企業進行企業參訪，讓學生實際走訪企業了解

這些企業家創業的契機、在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及成功存活下來的關鍵要素，學習

新創企業家的策略、目標、規劃方式。 

五、結論 

創新創業課程於政府政策鼓勵下逐年增加的趨勢，但並未增加創業比例的問

題，本文發現眾多課程內容著重於理論上的基礎教學，缺乏實作經驗及業師創業

經驗交流，造成授課學生人數增加但創業人數比例沒有等比例增加，還有不增反

減的現象。在現代鼓勵青年創業的環境下，建議學校課程多與政府推動的計畫結

合，使學生透過競賽取得獎金增加信心，並且在課程內容增加實作課程、新創公

司實習課程及參訪新創企業，深入了解新創企業家起步動機、困境，並且從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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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中刺激學生反思學習，增進學生創新思考與創業動機，進而提高創業動機

及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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