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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等教育快速擴張而產業結構變遷未能及時搭配的環境裡，青年創業是主政

者企圖解決年輕人失業和出路問題的重要策略之一。具備什麼樣特質的年輕人會選

擇創業？以及哪些年輕人比較適合創業？則是一直是受到年輕人本身、家長、以及

社會大眾所關切的議題。過往的創業相關研究經常聚焦在根據少數成功創業家的自

我描述來界定哪些個人特質會有助於創業成功，但這些少數成功者所聲稱的關鍵性

因素是否能夠普遍適用於一般民眾，則是一個待驗證的研究問題。為了要以具有人

口代表性的調查資料為基礎，來釐清個人特質與年輕人投入創業活動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利用 2015 年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EPS-B）所收集有關青年

創業行為和創業意圖方面的電訪資料，同時結合這群受訪者在 2001 年和 2003 年高

中時期的家庭社經背景、個人特質、以及學習經驗等方面的訊息，來驗證具備何種

認知技能和非認知特質的高中生會比較容易在後來（年紀約 30 歲左右）自行創業

或擁有創業企圖心。我們的兩個主要發現是：(1)在中學時期擁有寫作能力的青少年

會對選擇自行創業或具備創業企圖心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2)在中學時期擁有創意

技能的青少年會增加後來投入創業活動的機率。 

 

關鍵字：認知技能、非認知特質、創意技能、創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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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自從 1990 年代以降，在全球化浪潮及國際產業結構改變的背景下，許多國家

已經將其產業政策逐步轉型為「創新創業、技術自主」。透過創新創業活動來帶動

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已成為世界各國產業與科技政策的主流策略。我們可以

看到創新創業成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一種重要途徑，而且被視為促進下一波經濟發

展和社會進步的驅動力（Florida  2002）。 

由於整體的經濟成長和企業的生長茁壯有著緊密的關係，企業家的新陳代謝關

係到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與限制。作為二次戰後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一員，台灣

社會長期以來擁有豐沛的創業家精神，從橫向的跨國比較來說，許多全球性的創業

調查評比如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WCY），或晚近的全

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dex, GEDI），都顯

示台灣在創業精神和創業行動方面名列前茅，超越亞洲其他競爭國家如日本、韓

國、和新加坡。而以早期階段創業活動指數（TEA Index）來看，在 2011 年，台灣

每 100 個 18-64 歲的成年人口當中，就有 7.9 人正在投入創業活動，高於日本的 5.2

人、韓國的 7.8 人、和新加坡的 6.6 人（陳意文、林建江 2012）。 

另外，從時代變遷的縱向角度來說，如圖一所示，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顯

示：台灣民眾的創業高峰出現在 1992 年，當年的創業率高達 13.3％，表示平均每

100 家公司當中，有 13.3 家是新創企業公司。而後出現 10 年的創業衰退期，到了

2002 年創業率降到最低點的 5.1％。即使後來觸底反彈回升之後，也不容易回復到

90 年代初期的水準。另外，在 2008 年受到國際金融海嘯的波及，使得創業率出現

另外一個低點 5.2％。從金融風暴事件發生後到 2015 年，創業率大抵上是呈現緩慢

復甦的上升趨勢。至於歇業率的變動趨勢，大致上是和創業率的走勢相反，當創業

率高的時候，各式各樣的商機俯拾即是，同時也會讓已經存在的公司增加存活的機

會。因此歇業率也可以大致反應大環境經濟的變動趨勢，例如歇業率的最高點 8.8

％是發生在出現金融危機的 2008 年，而後則逐年下降。 

 

[圖 1 約在此] 

 

部分學者（林宗弘等 2011）以 2010 年之前的資料作為觀察社會變遷的基礎，

從而認為由於大環境的資本集中和貧富差距擴大造成台灣民眾的創業機會下滑，一

般人逐漸失去創業當老闆和向上社會流動的契機。然而，如果稍微延長觀察期間的

話，也許可以看到創業活動在台灣是以新的型式和風貌出現（Steinmetz 1989；Yu & 

Su 2004），而在新一波的創業活動當中我們預期年輕人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

色。 

創業行為不但有助於經濟發展，而且對年輕人來說可以找到事業發展的起點，

同時也會增加學以致用的機會。有鑑於青年創業是縮短學用落差的有效策略之一，

教育部從 2009 年推出「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鼓勵由各個學校既有的創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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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心（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成立），以創業團隊競賽的方式，鼓勵剛畢業的

學生投入創業並成立公司。教育部依照參賽團隊所提的創業企畫書和營運績效，頒

授最高 100 萬元的創業基金補助，目前仍每年持續這樣的競賽活動。另外，從 2012

年開始，教育部進一步擴大創業人才的培育活動範圍到公私立大學院校的在學學生

（不含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推動「大學院校創新創業紮根計畫」，以各校育成中

心的資源和人力為基礎，由教育部補助創新創業學程的設立，其目標之一是在培育

具備創業精神及創業專業能力的企業家精神人才。例如政大繼台大、清大、交大等

校之後，也在 2015 年設立創新創業課程。 

以個人的工作選擇而言，相較於參加國家考試當公務員或受雇於一般私人企

業，選擇創業不見得是一條輕鬆的道路。整體而言，並非每個年輕人都適合創業，

也不是所有新創公司都能成功存活下來。許多研究文獻已經企圖建立「創業適性量

表」來探討成功創業者所需要具備的基本個人特質（陳家聲、吳奕慧 2007）。通常

青年創業與中年創業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年輕人剛離開校園，職場工作經驗還沒有

經過時間的淬鍊，其所能運用的資源主要是來自學校、同儕、家庭、以及個人特

質。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政策主要是偏重認知特質的培養，而比較忽略非認知特

質的訓練。部分教育學者（King & Rogers2014）認為：以往的教育過程過度重視學

生在認知層面的提升，但非認知特質的培養對職場表現的影響力一樣重要。他們指

出：在面臨「創新經濟(Innovative Economy)」所主導的新時代，培育人才的教育政

策應該調整並朝向培養學生兼具認知與非認知特質的發展方向。為了能夠有效釐清

非認知特質和台灣一般年輕人選擇創業的關係，我們認為有必要透過分析實證調查

資料來探討：「哪些年輕人會投入創業行為？」、「教育經歷對於年青世代自行創業

的影響效果為何？」、「創意技能是否會對創業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二-1 創意技能（creative skills） 

    從勞力市場的技能需求變遷得角度來看，Liu&Grusky(2013) 在回顧美國過去

30 年的勞力市場工作所需技能類型的消長趨勢後，發現在工作上需要具備分析技

能和創意技能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這個技能需求變遷得過程中，對於工資

水準的影響效果上，發現分析技能在提升工資的效果方面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表示

具備分析技能的工作者，在勞力市場可以取得更多的報酬。至於創意技能對於提升

工資的正向效果並未發現明顯的成長趨勢。 

    另外，從供給面來看，Inglehart(2008)指出：受到「後物質主義（post-

materialism）」的普遍影響，新一代的工作者展現新的工作價值與態度與重視經濟

發展與保障的物質主義世代有所不同。他預期年輕世代在進入職場之後，會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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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自我表達和工作自主性。因此，擁有創意技能的潛在工作者會多於過往的世

代。 

創意從何而來？有些人認為創意是與生俱來的個人稟賦，一個人可以憑藉自己

天馬行空的發想，產生新的觀點和想法，進而改變現狀並解決所遭遇到的問題。有

些學者則認為，創意技能會因為受到後天成長環境的薰陶和培養而有所增進，因

此，創意並非天才所獨自佔有的特質，而是每個人都有提升創意技能的潛在可能性

(Runco 2004)。我們認為：創意技能是在個人層次上，擁有一種能夠提出多樣而另

類想法的能力表現。除了先天賦予之外，個人也可以在經過後天環境的刺激和培育

之下，發展並具備創意思考的習慣與技能。 

 

二-2 創意技能與創業 

    在多數人是以受僱的方式進入勞力市場的情況下，有少數人寧願為自己工作，

而走上獨立創業的道路。這些決定另闢蹊徑的創業家，通常會具有一些與眾不同的

特質，而在這些特質當中，普遍認為所謂的「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

最具關鍵性的要素之一。儘管創業家精神的核心定義仍處在眾說紛紜的狀態，研究

者普遍認為「創意（creativity）」是創業之前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Ko& Butler 

2007）。 

學者已經指出創意技能會影響創業行為。例如 Zampetakis＆Moustakis（2006）和

Olawale（2010）在針對大學在學學生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學生的自評創意技能會

對個人未來的創業意圖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而 Hamidi et al. (2008)則發現擁有創

意技能的人會比較容易投入創業活動。 

    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提出兩個主要的研究假設： 

 

H1:創意技能會對創業行為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 

H2:創意技能會對創業意圖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 

 

 

三、資料和分析方法 

 

三-1. 資料來源與分析架構 

本研究使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教育和勞力市場的連結」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 簡稱TEPS-B）在2015年12月開始到2016

年4月所收集具代表性的年輕世代電話訪問資料。電訪資料所收集的對象是出生在1984

到1985年的世代，他們都曾經在2001和2003年的高中時期參加過「台灣教育長期追蹤

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簡稱TEPS）」的追蹤調查。這次的電訪田野

工作總共成功完訪了8835位受訪者。在問卷內容方面，除了收集基本的人口特性變項

之外，還包括受訪者的創業相關活動與未來三年的創業意圖等訊息。由於兩性在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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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方面的影響機制有所不同，因此我們的分析會納入性別差異的考量而將樣本進一

步分成男性和女性兩群。 

 

 

三-2. 變項測量： 

A.應變項 

（1）創業行為：受訪者 2015 年的電訪調查當中，針對有關工作的問題：「請問您

是怎麼找到這一份工作？」，如果回答「（11）自行創業」，則表示受訪者是為自己

工作而非受僱工作者。 

 

（2）創業意圖：在電訪過程中，受訪者也被問到：「有沒有打算在未來三年內(另

外)創業？創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_____（請說明）」。我們可以藉此確認受訪者

在未來三年之內是否打算投入創業家之列？ 

 

B.自變項 

（1）非認知特質：TEPS 在 2001 年的第一波問卷中，請當時就讀國一和高中

（職）及專科二年級的受訪者自評一些非認知特質如下：「下列描述是否符合你的

情況？ a.我一向會主動認識新朋友；b.從小我就喜歡接觸新事物或活動；c.生活中

沒有多少問題難得倒我，我總有辦法解決；」受訪者的反應按照「非常符合」、「符

合」、「不符合」、以及「非常不符合」四個等級，分別指定 4 到 1 分表示當受訪者

中學階段時在外向、開放性、接受挑戰、及創意程度的高低。」 

（2）創意技能： 

在 2001 年和 2003 年的 問卷當中，受訪者自評一個個人敘述：「朋友都認為我

是個點子王」是屬於「（1）非常符合；（2）符合；（3）不符合」；（4）非常不符

合」當中的哪一項。我們以 4 分到 1 分的反向過錄來測量受訪者在高中時期所展現

出來的創意技能。 

（3）其他控制變項：本研究除了將個人認知和非認知特質、以及創意技能等做為

核心自變項之外，我們也將納入其他潛在可能影響大專畢業生創業的相關因素當成

控制變項，例如：性別、家庭背景（如父親職業）。關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之描

述統計與變項操作方式呈現在表 1 的數據和文字說明當中。 

 

[表 1 約在此] 

 

三-3. 研究架構： 

 為了能夠系統性驗證年輕人的創業行為，我們提出一個概念性的研究架構如

下： 

 

[圖 2 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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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 

 

四-1.描述統計. 

 在進入個體層面的創業行為和創業意圖分析之前，我們先從台灣整體勞動力當

中從業身份的分佈情形，來觀察自營作業者所占的比例。圖 3 呈現在 2015 年自營

工作者（包含雇主和自營作業者兩種從業身份）在不同年齡分層當中的比例分配趨

勢圖。我們看到在職涯早期創業者的比例較低，但隨著年齡增加，離開受雇工作而

自行創業當老闆的比例也隨之上升。在 20 到 24 歲的年齡層當中，自營作業者的比

例只有 1.8％，25 到 29 歲年齡層是 3.4％，而 30 到 34 歲年齡層則是 6.1％。因此，

我們可以預期 30 歲左右的年輕工作者當中，為自己工作的比例大概是接近 5％。如

果進一步將這些總體性資料細分成男女兩群的話，則如圖 4 所示：在不同年齡層當

中，男性成為自營作業者的比例一直高於女性。 

 

[圖 3 與 圖 4 約在此] 

 

       

 以上是總體層面所呈現的情形，相較在表 1 所呈現的研究變項基本描述統計，

我們發現在 30 歲左右的男性追蹤樣本當中，自雇者約占所有工作者的 6％，而女

性則是 4％。如果參照前面圖 4 的總體勞動力資料的話，兩者相當接近。所以，這

樣的結果顯示這筆資料可以代表目前台灣 30 歲左右勞動人口的母群體。 

 另外，我們在問卷當中，設計一個題組詢問受訪者的求職管道。透過是否為

「自行創業」的選項，我們可以剔除那些單純繼承家業的年輕人，使得自行創業的

概念更具有行動者的主觀決策意涵。我們發現在男性樣本當中有 5％是屬於自行創

業，而女性則是 3％。 

 由於本研究企圖瞭解影響創新創業要素的分析，有鑑於新一代的年輕人普遍具

有大專教育的學歷基礎，如果這些自行創業的年輕人在其投入的工作上能夠應用在

校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則這群人是相當接近創新創業的年輕世代，而非只是謀生

型創業。我們認為新聞媒體所提到的「博士生賣雞排」個案，應該是屬於學非所用

型創業。而且，學以致用型創業和學非所用型創業的影響機制應該會有所不同。表

1 顯示學以致用型創業約佔男性工作者當中的 2％，而學非所用型創業也是 2％。

女性部分則分別是 2％和 1％。 

 在 2015 年的電訪調查，我們也詢問受訪者在未來三年的創業意圖。我們發

現：男性樣本當中，無論當下有沒有工作，想要創業的比例達到 20％，而女性也

有 14％。這些創業意圖的比例遠高過真正投入創業活動者的比例，因此在台灣年



 

 

8 

 

輕人的理想和現實之間，出現一種有趣而值得探討的落差。 

 

四-2. 初步迴歸分析結果 

 

 如同前面的分析架構所示，我們的分析企圖驗證高中時期的創意技能（以「朋

友都認為我是個點子王」來測量）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個人層次上的各種認知

和非認知特質是透過創意技能來影響 12 年之後（受訪者 30 歲左右）的創業行為與

創業意圖。以下的迴歸、邏輯迴歸和多元邏輯迴歸分析分別要探討（1）哪些因素

會影響創意技能的高低水準？ （2）在控制其他變項下，青少年時期的創意技能對

後來的創業以及學以致用型創業的影響為何？（3）高中時期的創意技能是否影響

30 歲年輕人的創業意圖？ 

 

A. 預測高中時期的創意技能 

    表 2 呈現的是預測高三學生創意技能的迴歸分析模型。我們看到在個人的認

知能力方面：高二時期的數學能力會對高三的創意技能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在控

制高二的創意技能表現之後），而且擅長寫作的能力也會提升創意技能表現。 

 同時，在非認知特質部分，我們看到具有開放以及外向個性的高中生會有較高

水準的創意技能表現。外向個性對男性高中生創意技能的影響大於外向的女高中

生。此外，具有學習新科技產品能力以及解決生活問題能力的高中男性，會在創意

技能表現上高於其他男性高中生。 

 

[表 2 約在此]  

 

B. 預測 30 歲的創業活動 

表 3 呈現的是預測自行創業的邏輯迴歸分析模型。我們看到男性以及擁有自

營業的家庭背景會對自行創業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這樣的分析數據符合一般創業

行為研究的發現結果。 

在個人的認知能力方面，高二時期的數學能力對 12 年後的創業行為會產生負

向的影響效果。我們認為這可能是數學能力好的學生比較容易繼續升學，因此較晚

進入職場，從而缺乏創業所需累積的工作經驗。寫作能力的效果在總體樣本是正向

的，然而在個別男女樣本中並未達到 alpha=0.05 的顯著水準。 

 在非認知特質部分，人格特質並沒有對創業行為直接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我

們看到的是高三時期的創意技能對 12 年之後的創業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這樣的

結果支持我們所提出的觀點：中學時期的創意技能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個人特

質可以透過創意技能來影響創業活動。 

 

[表 3 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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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預測學以致用型創業 

表 4 呈現的是預測學以致用型創業、學非所用型創業（相對於其他工作）的

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模型。我們看到女性的學以致用型創業會顯著地受到父親從事自

營業的正向影響。 

在個人的認知能力方面，高二時期的數學能力對學以致用型或學非所用型創業

仍然發揮負向的影響效果。在非認知特質部分，高二時期的創意技能對 12 年後的

學以致用型創業會產生正向而且顯著的影響效果。這樣的結果表示：如果未來國家

經濟發展有賴於源源不斷的年輕人投入創新創業活動的話，則在中學時期加強創意

活動的推廣以及創意人才的培養，會是中等學校教育政策重要的一環。 

 

 

[表 4 約在此] 

 

 

D. 預測創業意圖 

表 5 呈現的是預測未來三年是否打算創業的邏輯迴歸分析模型。我們看到男

性以及擁有自營業的家庭背景會對創業意圖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這樣的分析結果

相當接近預測創業行為的分析。 

在個人的認知能力方面，高二時期的數學能力會對創業意圖產生負向的影響效

果。在非認知特質部分，具有開放性人格特質的高中生會對自己在 30 歲的創業意

圖產生正向的影響效果。另外，我們看到的是高三時期的創意技能會對 12 年之後

的創業意圖正向的影響效果。這樣的結果顯示中學時期的創意技能對於後來的創業

意圖會產生重要而獨立的影響效果。 

 

[表 5 約在此] 

 

 

五、結論與討論 

 

過往台灣在學校教育的方針和內容方面主要是偏重認知特質的訓練，而非認知

技能則比較不受到重視。儘管在小學階段的部分教育和學習內容有助於創意技能的

開發和培養，但在進入國中以及高中階段，由於升學主義掛帥，學校環境基本上不

利於非認知能力和創意技能的訓練及培養。我們的長期追蹤實證資料分析結果發

現：一個人在中學時期的創意技能會對個人在 30 歲的創業行為和創業企圖產生正

向的影響效果。在面臨「創新經濟(Innovative Economy)」所主導的新時代，如果教

育的目標之一是要為國家培養新一代的人才，則我們認為創意教育應當在完成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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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後向上延伸到國中與高中的學習內容。 

另外，在創業教育方面，目前的年輕人似乎要到受大專階段或進入商學院之後

才注重訓練學生將創業當成個人未來職涯的選項之一。而實際上，創業的想法和誘

發機制或許也可以向前延伸到中學階段。在高等教育擴張下的台灣社會，年輕人進

大學的窄門已經放寬許多，如果青年學子在中學階段的創意能夠獲得啟發和培育，

例如學校可以藉由搭建創意舞台，讓學生獲得展現創意的空間與機會，則可以幫助

學生瞭解自我潛能和職業興趣。我們認為中學時期妥善的職涯輔導工作會有長遠的

影響效果，就如同在從高中畢業 12 年之後，創意技能的高低會影響到成年初期是

否要走向自行創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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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架構圖 

 

2001年 2003年 2015年

個人特質：
A.人格特質 BIG 5

開放性Openness(+)
外向性Extraversion (+)
友善Agreeableness(-)

B. 其它非認知特質
學用新產品能力
分工協調之能力
自我效能
創意能力

家庭背景:
父親自雇(+)

*創業行為
Y1 自雇者
Y2 自行創業
Y3 學以致用創業
*創業意圖Y4 

(控制變項：性別) 1

創意技能：朋友
認為我是點子王

 

 



 

 

15 

 

 

  

 



 

 

16 

 

 

表 1. 研究變項之操作與基本統計描述 

變項 

 

變項描述  (I) 男性  (II) 女性 

N 平均數 標準差 N 平均數 標準差 

I. 應變項.        

自雇工作者 a 請問這個全職工作是受固定的公司

/機構雇用、為家裡的事業工作還是

為自己工作(當老闆) ？1=為自己

工作(當老闆)，沒有雇人; 1=為自己

工作(當老闆) ，有雇人; 0=其他 

 

4304 0.06 0.24 3669 0.04 0.19 

自行創業者 a 請問您是怎麼找到這一份工作？ 

1=自行創業 ; 0=其他 

 

4303 0.05 0.22 3668 0.03 0.18 

學以致用 a 請問您這個全職工作的工作情況符

不符合以下的說法？--在工作上，我

可以發揮我的所學。 

1=非常符合或符合;  0=其他 

3892 0.61  0.49  3614 0.66  0.47  

創業類型 a        

學以致用型創業 1=自行創業並學以致用;0=其他 4269 0.02  0.15  3648 0.02  0.13  

學非所用型創業 1=自行創業但非學以致用;0=其他; 4269 0.02  0.14 3648 0.01  0.10  

其他工作 1=其他工作; 0=自行創業 4269 0.96  0.21  3648 0.97  0.16  

        

創業意圖 a 有沒有打算在未來三年內(另外)創

業？1=有，創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

務是_____；0=沒有 

 

3902 0.19 0.39 3616 0.13 0.34 

II. 自變項        

認知能力        

數學能力 b 用3-p模式估算「數學分析能力

測驗」學生能力 

 

9354 1.74 1.28 9708 1.59 1.14 

寫作能力 b 寫作文或週記時，我常無從下筆 

4=非常不符合；3=不符合； 

2=符合；1=非常符合 

9325 2.47 0.81 9685 2.62 0.73 

        

非認知特質        

人格特質        

開放性 b 

(Openness) 

從小我就喜歡接觸新事物或活動 

4=非常符合；3=符合； 

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9342 3.13 0.69 9704 3.07 0.68 

外向性 b 

(Extraversion) 

我一向會主動認識新朋友 

4=非常符合；3=符合； 

9339 2.84 0.78 9696 2.8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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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友善性 b 

(Agreeableness) 

無論和什麼人我都能合作的很好 

4=非常符合；3=符合； 

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9346 2.70 0.68 9701 2.67 0.62 

其他非認知特質        

學用新產品能力 b 我可以很輕易地學會使用新的科技

產品 

4=非常符合；3=符合； 

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9337 3.04 0.70 9700 2.69 0.70 

分工協調之能力
b 

對在活動中如何分工協調，我頗有

概念 

4=非常符合；3=符合； 

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9334 2.82 0.66 9692 2.77 0.60 

自我效能 b 生活中沒有多少問題難得倒我，我

總有辦法解決 

4=非常符合；3=符合； 

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9318 2.68 0.70 9671 2.45 0.63 

創意技能 c 朋友都認為我是個點子王 

4=非常符合；3=符合； 

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8806 2.42 0.74 9445 2.39 0.68 

        

家庭背景 b 受訪者父親的職業 

1=自僱(自己開業、開店)，沒雇用

領薪水的員工;1=自僱(自己開業、

開店)，並雇用九位以下領薪水的

員工；0=其他 

8614 0.32 0.47 8939 0.32 0.47 

 

a 資料來源: TEPS-B 2015 
b 資料來源: TEPS 2001 
c 資料來源: TEP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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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OLS 迴歸模型預測受訪者在高三的創意能力(wave 2 )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總體 男性 女性 總體 男性 女性 

女性（=1） 0.02 0 0 -0.01 0 0 

父親為自營業者（wave1） 0.04* 0.04+ 0.03 0.02 0.03 0.01 

       

認知能力       

數學能力 0.02* 0.02* 0.02 0.03*** 0.03** 0.03** 

寫作能力 0.07*** 0.07*** 0.05*** 0.06*** 0.07*** 0.05** 

       

非認知特質（Big 5）       

開放性(Openness) 0.08*** 0.04* 0.13*** 0.05*** 0.03 0.08*** 

外向性(Extraversion) 0.13*** 0.14*** 0.11*** 0.07*** 0.09*** 0.04* 

友善性(Agreeable) 0.02+ 0.02 0.03 0 -0.01 0.01 

       

非認知特質（其它）       

學用新產品能力 0.07*** 0.06** 0.08*** 0.04*** 0.05** 0.03+ 

分工協調之能力 0.07*** 0.06** 0.08*** 0.02 0.01 0.03 

自我效能 0.13*** 0.16*** 0.10*** 0.03* 0.05** 0 

       

創意能力 (wave 1)    0.40*** 0.36*** 0.45*** 

       

Constant 0.75*** 0.79*** 0.73*** 0.66*** 0.69*** 0.60*** 

       

Observations 6833 3638 3195 6786 3612 3174 

R-squared 0.12 0.12 0.12 0.24 0.21 0.28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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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邏輯迴歸模型預測受訪者在 2015 年自行創業（vs. 其它工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變項 總體 男性 女性 總體 男性 女性 

女性（=1） -0.42**   -0.43**   

父親為自營業者（wave1） 0.49*** 0.33* 0.75*** 0.51*** 0.34* 0.78*** 

       

認知能力         

數學能力 -0.26*** -0.23*** -0.32*** -0.26*** -0.23*** -0.31*** 

寫作能力 0.23** 0.21* 0.25+ 0.21** 0.17+ 0.27+ 

       

非認知特質（Big 5）         

開放性(Openness) 0.08 0.1 0.06 0.06 0.06 0.04 

外向性(Extraversion) 0.06 0.08 0.03 0.03 0.07 -0.02 

友善性(Agreeable) -0.19+ -0.26* -0.07 -0.18+ -0.23+ -0.1 

       

非認知特質（其它）         

學用新產品能力 0.14 0.04 0.28+ 0.08 -0.02 0.24 

分工協調之能力 0.04 0.12 -0.09 0.01 0.11 -0.14 

自我效能 0.20* 0.16 0.30+ 0.16 0.1 0.26 

         

創意能力 (wave 2)     0.31*** 0.28** 0.38* 

         

Constant -4.27*** -3.94*** -5.23*** -4.52*** -4.13*** -5.58*** 

         

N 7312 3931 3381 7131 3795 3336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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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元邏輯迴歸模型預測受訪者在 2015 年學以致用型創業、學非所用型創業（vs. 其它工作） 

 (1)總體  (2)男性  (3)女性  (4)總體  (5)男性  (6)女性  

 變項 

學以致用

創業 

(vs.其它) 

學非所用

創業 

(vs.其它) 

學以致用

創業 

(vs.其它) 

學非所用

創業 

(vs.其它) 

學以致用

創業 

(vs.其它) 

學非所用

創業 

(vs.其它) 

學以致用

創業 

(vs.其它) 

學非所用

創業 

(vs.其它) 

學以致用

創業 

(vs.其它) 

學非所用

創業 

(vs.其它) 

學以致用

創業 

(vs.其它) 

學非所用

創業 

(vs.其它) 

女性（=1） -0.19 -0.85***        -0.22 -0.85***       

父親為自營業者（wave1） 0.70*** 0.46* 0.42+ 0.36 1.08*** 0.65+ 0.70*** 0.48* 0.41+ 0.36 1.11*** 0.71+ 

             

認知能力                  

數學能力 -0.21** -0.35*** -0.17+ -0.35*** -0.27* -0.34* -0.22** -0.33*** -0.17+ -0.34*** -0.28* -0.28+ 

寫作能力 0.30** 0.25* 0.19 0.17 0.47* 0.49+ 0.28* 0.25+ 0.16 0.14 0.50* 0.56* 

             

非認知特質（Big 5）                  

開放性(Openness) 0.1 0.08 0.14 0.12 0.06 -0.02 0.05 0.12 0.09 0.13 -0.02 0.09 

外向性(Extraversion) 0.09 -0.04 0.12 -0.04 0.06 -0.06 0.05 -0.01 0.11 0.02 0 -0.11 

友善性(Agreeable) -0.2 -0.05 -0.23 -0.23 -0.17 0.42 -0.2 -0.04 -0.22 -0.22 -0.21 0.43 

             

非認知特質（其它）                  

學用新產品能力 0.14 0.16 -0.07 0.16 0.39+ 0.12 0.07 0.12 -0.14 0.12 0.33 0.08 

分工協調之能力 0.08 0.1 0.11 0.28 0.07 -0.32 0.06 0.05 0.1 0.23 0.03 -0.38 

自我效能 0.32* -0.13 0.35+ -0.24 0.28 0.19 0.28+ -0.19 0.31 -0.32 0.24 0.13 

                  

創意能力 (wave 2)          0.39** 0.14 0.34* 0.16 0.47* 0.09 

                   

Constant -6.03*** -4.49*** -5.35*** -4.12*** -7.26*** -6.51*** -6.29*** -4.68*** -5.59*** -4.25*** -7.62*** -6.85*** 

                   

N 7263  3901  3362  7084  3767  3317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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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邏輯迴歸模型預測受訪者未來三年的創業意圖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變項 總體 男性 女性 總體 男性 女性 

女性（=1） -0.42***    -0.42***   

父親為自營業者（wave1） 0.19** 0.07 0.36*** 0.20** 0.08 0.37*** 

       

認知能力        

數學能力 -0.17*** -0.17*** -0.17*** -0.19*** -0.19*** -0.18*** 

寫作能力 0.09* 0.08 0.09 0.06 0.05 0.09 

       

非認知特質（Big 5）        

開放性(Openness) 0.18** 0.16* 0.21* 0.16** 0.16+ 0.17+ 

外向性(Extraversion) 0.02 0.03 0.02 0 0.01 -0.02 

友善性(Agreeable) -0.04 -0.02 -0.09 -0.07 -0.05 -0.11 

       

非認知特質（其它）        

學用新產品能力 0.04 0.03 0.05 0.01 0 0.02 

分工協調之能力 0.08 0.07 0.1 0.06 0.06 0.06 

自我效能 0.15** 0.13+ 0.18* 0.12* 0.09 0.15+ 

        

創意能力 (wave 2)     0.27*** 0.25*** 0.31*** 

         

Constant -2.66*** -2.51*** -3.31*** -2.82*** -2.66*** -3.49*** 

         

N 6901 3556 3345 6745 3443 330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