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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年，餐旅事業之營業績效亮，並因此出現一新名詞：餐飲新貴。目前大專院校各餐旅相關科系之

學生也因此有更大學習動機。政府機關及各技專校院都會藉由舉辦各種不同型態的競賽活動，鼓勵學

生學習技能，豐富學生知識技能。餐旅產業被視為是二十一世紀服務業的主流，國內餐旅教育已成為

觀光休閒產業人力資源中重要的一環。學生競爭力仰賴餐旅教育品質的提升，其中，技職學校體系，

為使學生在面對未來職業生涯時能夠配合知識經濟的發展，不再只是強調一技在身的技能，更應注重

培養具備創業職能、多元知識、創新能力、以及全球視野的學生。爰此，本文之研究目的係針對學生

之專業能力與人格特質進行分類與歸納，並調查學生參與餐旅競賽之經驗與其意願；進一步探討其對

於學生之創業意向是否有所顯著影響。 

1.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餐旅產業被視為是二十一世紀服務業的主流(洪久賢，2000)；根據財政部2009年統計，

台灣餐飲業總營業額為2600億元。並截至100年9月止，餐飲業營利事業家數統計資料顯示(註

1)，餐館業、飲料店業、餐飲攤販業、其他餐飲業的營業家數各為77,830、14,339、11,155、

1,667家，分別占整體餐飲業之74.1%、13.7%、10.6%、1.6% （財政統計月報，民100年）。

據行政院主計處之人力資源調查，餐飲業之就業人口99年平均為66.7萬人，其中受僱者36.4

萬人占54.6%，雇主4.9萬人占7.4%，自營作業者14.9萬人占22.3%，無酬家屬者10.5萬人占

15.7%，顯示餐飲業之受僱比率超過50%，以老闆自居者（含自營作業者）占29.7%，由家

人幫忙的比率將近16%。（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民國99年），「臺灣地區就業

者按中分類行業與從業身分分」。為國內多數轉、創業族的優先選擇行業，加上外國餐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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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亦看好我國外食市場來台增設據點，未來餐飲業將持續穩定成長，人力需求亦逐漸增加 （行

政院勞委會，2006，行業職業就業指南）。 

。隨著觀光市場需求的改變，餐旅業已成為觀光休閒產業中重要的一環。為能在多元挑

戰與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創造忠誠顧客關係，第一線服務人員扮演著致勝的關鍵因素(Karatepe 

& Sokmen, 2006)。在台灣，隨著行政院發布與實施觀光客倍增計畫，餐旅相關產業已被列

為國家發展之年度重點計劃。餐旅業中，企業形象之塑造與顧客滿意往往受到第一線服務人

員的影響；因為「人」是餐旅產業最為重要的資產，組織全仰賴第一線服務人員之工作投入

與專業素養來取得顧客滿意，以及獲得經營績效。然而，餐旅產業的競爭力仰賴餐旅教育人

力品質的提升，為使餐旅科系畢業生在面對未來職業生涯時能夠配合知識經濟的發展、科技

進步、以及適應快速變遷的環境，高等餐旅教育不再只是強調一技在身的技能，更應注重培

養具備終身學習、多元知識、科技運用、創新能力、以及全球視野的學生(吳天元，2001；彭

台臨，2001)。 

技職教育主要著重在教導專業之知識與技能，強調職場專業能力之養成，有別於偏重智

育發展、注重學術基礎的高教體系教育。在台灣，近年來技職體系配合教改發展，對技專校

院之教育課程進行一連串的創新創業課程改革，期能強化專業素養，進而落實技職教育之精

神，並且鼓勵。創業能力係指所衍生之能力有創業精神。餐旅系學生可透過參與競賽，除學

校基本教育之外，能夠提早接觸外在職場競爭，或是肯定自我的能力。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

都會舉辦各種不同型態的競賽活動，以藉此鼓勵學生學習，豐富學生知識技能。 Drucker

（1985）闡明創業家精神係指一創新之過程，在此過程中，創造出新產品或是新服務的可能

性，並且透過此可能性更創造出新財富的能力。目前大專院校所提倡之創新創業教育，除教

導學生正確創業知識，並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期能在學生創業能力有所提升。瞭解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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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技職教育設計，尤其為學生個別差異與發展（胡夢蕾、李怡君，民 93）。本研究旨在

透過學生人格特質，探討其對學生具備創業意向之影響，另探討人格特質是否影響學生參賽

意願，進而透過參賽，形成較顯著的創業意向。  

本研究問題為： 

1.大學學生人格特質是否影響其創業意向。 

2.大學學生人格特質是否影響其創業精神 

3.大學學生人格特質是否透過創業精神影響其創業意向。 

2.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人格特質 

Pervin（1970）則認為人格是個體在對於情境反應時，所表現出的結構性質與動態性質，

人格也代表個人有別於他人的持久特性。Allport（1937）定義人格是特體內在特質，並具備

持久的特性。張春興(2002)則對人格作了明確的定義，他認為「人格是個體在對人對己及一

切環境中事物適應所顯示的異於別人的性格；個體的性格，係在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之下，

由逐漸發展的心理特徵所構成；而其心理特徵表現於行為時，則具有相當的統合性與持久

性」。特質則被解釋為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及不同情境，所表現出具持續性行為。心理學上強

調特質是一種持久性的反應傾向，屬於人格基本的結構單位（Cattell, 1965）。Kassarjian

（1971）強調人格特質是個體對於外在刺激所產生的一致性反應。盧盛忠等人（1997）主張

個體的人格形成階段，會受到遺傳性因素、社會化因素、環境影響因素以及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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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的研究，主要源自於兩大根源學派：字彙假設學派與問卷學派。其字彙學派代表作

者為 1936 年，Allport and Odbert 提出字彙假設法，將定義人格所有相關的語詞，藉由韋伯

國際辭典（Webster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提出共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個形容詞。

Cattel（1943）將其一萬多個字彙縮減為一百七十一個，並在 1949 年發展十六因素人格量表

（16PF）。問卷學派以 Eysenck 提出之論點影響最為深遠。他提出將人格劃分為四個層次面

之階層理論模型（黃堅厚，民 88），並且將人格特質分為三大類：外/內傾、神經質與精神病

質，其發表之論述深刻影響後代學者發展人格特質問卷。Costa and McCrea（1976）利用群

集分析法將 Cattel 提出之十六人格特質加以運用，並且提出 Eysenck 主張之人格特質構面外

向性與神經質兩構面的存在。於 1985 年提出五大人格構面（NEO-Five Factor Inventory），

又稱為 Big Five。之後，McCrea and Costa（1998）修正 NEO 人格問卷為 NEO-PI-R。為

目前研究中最常引用之人格特質量測工具。以下說明其構面意義與其特徵。 

2.1.1 親和性（Agreeableness）： 

代表個體容易相處、溝通以及合作。McCrae and John （1992）提到親和性與外向性之間有

所相關性，他們認為個體如果表現出親和性，同樣地也表現出一定程度之外向性。Digman

（1990）親和性與關懷、利他主義（altruism）以及有愛心（caring）的等人格特質有重要關

連性。以此構面得分分析，低分者表現出冷漠、敵意等特徵。 

2.1.2 勤勉正直性（Conscientiousness）： 

指個體表現出對於追求目標專心程度，其中並分為兩個子構面：成就導向（achievement 

orientaiton）and dependability 以及負責守紀律（orderliness）。因此，在特徵表現上，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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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我控制能力高，並追求成就的目標。 

2.1.3 外向性（Extraversion）: 

指個體對於和他人之間關係感到舒適的程度，其特徵為自信、主動、對於社交表現出熱

情、活潑、並喜愛熱鬧場合。McCrate 和 John（1992）提到，外向性以往在研究中並無清

楚之定義，但其認為外向性應該是指為個體特徵同時具有支配性（Dominance）和溫暖（warm）

之人格特質。若由問卷得分，可得知低分個體表現出較安靜、害羞、不善社交等特徵，反之，

高分者個體則為熱情、喜於社交、並且善於言詞。 

2.1.4 神經質（Neuroticism; Emotional stability）： 

指引發個體面對壓力或負面情緒時所需要刺激之強度，一般而言，此構面若表現出高分，

則代表其個體容易緊張、沮喪、情緒化。Costa and McCrae （1988）年指出，此構面反映

出個體可能缺乏對於調整正面心理的能力，同時情緒穩定性不足。Costa and McCrae（1992）

將神經質分為六項子構面：anxiety, hostility, depression, self-consciousness, vulnerability 

and impulsiveness. 反之，則表現為冷靜、溫和、並在面對刺激時不會過度興奮。 

2.1.5 經驗開放型（Openness to experience）： 

指個體對於事實、或新奇事物表現出的瞭解程度。若此構面表現高分，則代表個體特徵

為具備想像力以及喜愛思考的行為。McCrae and John（1992）指出經驗開放性是五大人格

特質中最為爭論的構面， 

人格特質相關研究中，Timothy and Michael （2002）年，應用五大人格特質探討員工

工作滿意度之關連性。研究中指出神經質（Neuroticism）和外向性（Extraversion）與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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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度呈現相關性。Timothy, Chad, Carl, and Murray（1991）年，針對五大人格與職

場成功表現提出研究，並表示具備 Conscientiousness 特質的受試者，是較為成功的一群，

反之，神經質（）特徵明顯之受試者，是負面影響其成功表現。李元墩等人（2001）年，以

銀行業為對象，研究部屬人格特質以及生產力之研究，結論指出，不同人格特質的員工對於

組織承諾及生產力的影響效果顯著不同。在 Murray 和 Michael（1991）研究中，探討人格

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經驗開放型與外向性人格都對於工作表現有顯著的相

關性。並在研究中發現，此兩類人格特質之受測者，在工作上之自主行為較強，因而有較好

的工作表現。  

2.2 創業家精神 

 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由經濟學家Schumpeter在其書中提及創業家精神之概

念。他認為創業可解釋為創新活動或行為組合之五項外在活動。包括：開發新產品、研發新

生產方式、開拓新市場、取得新供應來源及發展新型態組織。並且以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描述創業家精神之內涵（McCaffrey, 2009）。Drucker（1985）闡明創業家精

神係指一創新之過程，在此過程中，創造出新產品或是新服務的可能性，並且透過此可能性

更創造出新財富的能力。謝美珍、林婷鈴和劉恆逸(2008)在其研究中，提出之創業精神相關

命題，認為在創業不同時期，創業精神會主動探知市場變化，並思考企業經營模式發展方向。

鍾玉泉和彭健伯（2009）則將創業家精神解釋為個人在創新觀念中把創新方向、理念、目的

化為實踐藍圖的力量。創業者所擁有之特質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特質是激勵或推動創業者能

夠掌握機會（Baron, 1998）。以往研究中所提之創業家精神，分為三個構面：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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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motivation）、承擔風險傾向（risk-taking propensity）、以及創新偏好

（preference for innovation）(Bygrave and Hofer, 1989; Hatten, 1997; Stewart,Watson, 

Carland, and Carland, 1999)。Stewart,Watson, Carland, and Carland, （1999）採用此三

項構面衡量創業家、中小企業家與集團公司經理其創業精神傾向。結果顯示，承擔風險傾向

易區別出創業家精神之特徵，換言之，具備創業家精神之個體，面對風險時，較為傾向於承

擔而非逃避。Palich and Bagby (1995) 之研究也發現創業者與非創業者差別在於面對工作特

殊狀況時，創業者表現出較強的優勢和機會。 

2.3 創業意向 

Bird（19880）將創業意向定義為個體針對特定目標或是個體其行為方式所反映出本身注

意力、經驗和行為之內在心智狀態。根據過往的研究指出，創業意向會受到性別、教育環境、

家庭狀況（兄弟姊妹排行）、與工讀經驗影響。本研究主要探討餐旅系學生在教育環境條件

等同之下，是否因參與競賽意願，進而提高其創業意向。Ajzen and Driver(1991)指出意向是

所有行為表現之必要前提過程。行為意向被定義為個體表現對於某種特定行為之意向強度

（Ajzen,1975）。在行為意向的研究中，Engel, Blackwell, and Miniard（1990）主張消費者

對於產品或服務的認知，會影響消費者之態度，進而影響消費者意向與最終行為。換言之，

Fishbein（1983）認為意向是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中介變數。個體在受到外在刺激時（例如：

產品、服務）會產生認知，接著會有態度產生，然後便有意向以及行為之表現。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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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餐旅科系四技學生為研究對象。 

3.2 研究工具之編制 

第一部份為人口統計問卷，調查學生性別、年齡、競賽經驗、得獎與否、擁有證照張數。

第二部分為人格特質量表。本研究之人格特質量表主要參考 Costa and McCrae（1990）所

提出的五大人格構面模型之人格特質量表共六十題為基礎。並參考邱銘乾（民 97）研究應用

之中文版本量表。本研究之「人格特質量表」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Likert scale）：為「非

常同意」、「同意」、「剛好」、「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4、3、2、1

之分數，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人格特質越趨向於該構面。第三部分為創業家精神量表。本研

究參考 Miller（1983），Lumpkin 與 Dess （1996）對創業精神之理論量表。第四部份為創

業家意向。本研究之創業意向採用 Kolvereid（1996）所編制之創業意向之量表。 

3.3 研究步驟 

資料處理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之分析工具為 SPSS 12.0 版及 LISREL 8.7 版等統計套裝軟體。 

 

3. 4 研究架構： 

 

 

 

 

人格特質 

創業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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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研究對象以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餐旅系四技學生為研究對象，針對一至四年級的班級，

做抽樣調查。共發出 210 份問卷，共回收 210 份，有效問卷 172 份。男生 67 位; 女生共

143 位。所有作答學生當中，有參賽經驗 50 位，得獎經驗 27 位； 

在人格特質方面，研究對象呈現高度經驗開放性，以及外向性。餐旅系學生可能因為

接觸服務產業，例如：餐飲、飯店等，對於新奇事物表現出較高度的好奇心，並且，也培

養了較樂觀的態度。陸小里（2006），未出版學位論文，男、女性餐飲業創業者人格特

質、創業動機與創業成功之研究中，以北、中、南地區的餐飲業創業者作為研究對象，調

查其人格特質、創業動機與創業成功三者之間的關聯，發現餐飲業創業者高經驗開放性與

外向性是與創業動機與創業成功之間有顯著相關。 

在創業精神方面：學生普遍表現出認為自我具備創意以及創新的能力，尤表現在有參

賽經驗的同學。餐旅系學生由於必須面對各種類型的顧客，因此，不僅在餐飲技術上，也

必須在餐飲服務中，具備高度臨場智慧，與顧客應對，提供其需求。目前餐旅業市場中，

國際旅客以及背包客來台觀光比率增多，學生將來面對之就業市場，需要具備更多元化的

服務技術，包括語言、外國文化習俗認識等。另一方面，創業精神中，是否具有創意或是

創新能力，學生對自我能力有較高評價，但對創業風險以及自主性，則顯示出較低的認知。

表示出創業教育是目前餐旅學生所需要之課程。 

在創業意向方面：此研究對象包括一至四年級餐旅系學生，並同時包括日間部與進修

競賽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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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明顯表示出未來想要自行創業的比例約是 40%，並且以四年級學生為多，一年級與

二年級學生，普遍不傾向自行創業，或是還沒有決定。而曾有比賽經驗，並且獲獎的學生，

也普遍表現是高度創業意向。就性別來比較，男性較女性表現出較高的創業意願。 

5. 建議 

本研究以餐旅專業素養與能力，人格特質以及創業家精神、創業意向之相關理論為基

礎，以四技餐旅系學生為對象，透過問卷方式，深入了解學生其人格特質與其創業精神探

討，是否影響其創業意向。並同時以學生參賽經驗，深入研究其創業意向影響是否為顯著

影響。 

以實務應用層面探討本研究結果，透過學生創業意向之探討，對於技職學校教育給予

以下幾點建議： 

1. 研究結果雖顯示餐旅系學生具備高度創業意向，然而，在創業精神上卻無顯著結果。

顯示，技職學生以創業為未來就業目標，將重心放在技術學習，但缺乏創業應具備知

識，包括創業風險評估，洞察市場環境能力。於此，學校應將創新課程與創業教育，

結合技術訓練，培養學生正確之創業家精神技能。 

2. 研究結果中，表示出參與技能競賽之學生，具備較高的創業意向。並且，依照過去餐

旅畢業生就業經驗，實務業界對於參與過競賽之學生，在任用意願上，也明顯較高。

然而，競賽選手必須花費時間受訓，投入時間與金錢。技職學校是否應針對競賽選手，

提供獎勵或是選課上的彈性，鼓勵學生能多多參與報名競賽。 

3. 在人格特質方面，基於學生人格特質與創業意向，考量餐旅創新創業課程規劃，以期

透過課程規劃，來培訓學生創業知識與職能，並且透過競賽培養專業知識兼備之優秀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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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自己事業是目前餐旅行業就業人口選擇趨勢之一，本研究結果冀望能夠幫助餐旅

系學生透過了解個人人格特質，在自我職涯探索上之參考；並藉由了解學生之創業精神與

創業意向，建議餐旅科系之創業教育與創業訓練，排入課程中，使得學生在學習技術以外，

也具備創業者應有的態度與管理知識。經營管理實務應具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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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親愛的填答者您好： 

  此份問卷為探討有關人格特質與創業意向相關性之研究，目的欲了解餐旅系所學生，其

創業意向是否因不同人格特質，而有所異同。冀望未來可提供餐旅系所之教師與學生，針對

在學課程與技術學習，以及畢業之後職場發展有所助益。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有資料僅

供學術及報告參考。感謝您撥冗填答！ 

祝您  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學院  餐旅管理系 
研究者    李虹萱 講師    敬上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資料 

請依據您目前現況，選擇適合的答案在□打ˇ。(僅為學術使用，絕不公開，請放心作答) 

01.性別： □(1)男  □(2)女         

02.就讀學制：□(1)日間部四技     □(2)進修部四技     □()3 其他＿＿＿＿＿＿＿ 

03.就讀年級：□(1)一年級  □(2)二年級 □(3)三年級  □(4)四年級 □(5) 研究所 

04.擁有之餐旅相關證照：□(1) 一張以下  □(2) 兩張  □(3) 三張  □(4) 四張以上。 

05.是否有打工經驗？□(1)是 □(2)否 

06.就讀餐旅科系期間（包括高中職與大學）是否參與過餐旅相關競賽： □(1)是 □(2)

否                

 07.若是，請問您參與之競賽種類為：□(1)國內 □(2)國外 （可複選） 

 08.承第六題，若是，請問您是否獲得獎項：□(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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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請您根據對自己的瞭解，並以直覺圈選適當的分數，描述您平時是怎麼樣的人。(5)代表非常

同意；(4)代表同意；(3)代表無意見；(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圈選的數字越大，

表示您同意度越高。 
 

 

 

 

題目 非常
不
同意 

不 
同 
意 

無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我盡量保持待人謙遜有禮 1 2 3 4 5 

2. 有些人認為我是自私與自我中心的 1 2 3 4 5 

3. 如果你讓別人有機可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會佔你便宜 1 2 3 4 5 

4. 大部分我認識的人都喜歡我。 1 2 3 4 5 

5. 我總是把自己的東西保持乾淨整齊 1 2 3 4 5 

6. 我善於安排自己的時間，讓自己可以準時完成事情 1 2 3 4 5 

7. 有時候，我不可靠或不值得信賴 1 2 3 4 5 

8. 我盡力將每件事做到盡善盡美 1 2 3 4 5 

9. 我喜歡與人為伍 1 2 3 4 5 

10. 我很容易發笑 1 2 3 4 5 

11. 我寧可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也不願領導他人 1 2 3 4 5 

12. 我不是一個極度樂觀的人 1 2 3 4 5 

13. 我不是一個杞人憂天的人 1 2 3 4 5 

14. 我很少感到孤單或憂慮 1 2 3 4 5 

15.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一點價值也沒有 1 2 3 4 5 

16. 我時常覺得無助，且需要他人解決我的問題 1 2 3 4 5 

17. 我不喜歡浪費時間在作白日夢上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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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藝術與大自然裡的事物會引起我的興趣與好奇 1 2 3 4 5 

19. 我時常嘗試新奇事物與國外食物 1 2 3 4 5 

20. 我對於思索宇宙本質或人類生存沒有什麼興趣 1 2 3 4 5 

21. 我時常和我的家人、同學起爭執 1 2 3 4 5 

22. 我寧願與人合作也不願與人競爭 1 2 3 4 5 

23. 一般而言，我努力保持自己的思慮周密並表現體貼 1 2 3 4 5 

24. 如果必要，我會利用他人來獲得我想要的事物 1 2 3 4 5 

25. 我做事不是很有條理 1 2 3 4 5 

26 我喜歡與人交談 1 2 3 4 5 

27 我常覺得自己不如人 1 2 3 4 5 

28 我時常沈迷於理論或抽象事物中 1 2 3 4 5 

29 當事情出錯，我經常感覺沮喪並且想放棄 1 2 3 4 5 

30 我相信讓學生聽到相反意見時，只會使學生迷惑並誤導他 1 2 3 4 5 

31 當我發現處理事情的正確方法時，我會擇善固執 1 2 3 4 5 

32 我很少感到害怕與焦慮 1 2 3 4 5 

33 有時候我覺得難為情到只想躲起來 1 2 3 4 5 

34 我不認為自己是特別容易患得患失 1 2 3 4 5 

35 我時常覺得自己活力十足 1 2 3 4 5 

36 當我處於壓力中，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快要崩潰了 1 2 3 4 5 

37 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定下心來工作 1 2 3 4 5 

38 有些人覺得我是冷漠且有心機的 1 2 3 4 5 

39 我具備果決的態度且意志堅強 1 2 3 4 5 

40 我時常覺得緊張與心神不寧 1 2 3 4 5 

41 我喜歡湊熱鬧 1 2 3 4 5 

42 我努力工作完成我的目標 1 2 3 4 5 

43 詩對我的影響很少，甚至沒有 1 2 3 4 5 

44 我充滿好奇心，並且思考敏捷 1 2 3 4 5 

45 關於道德議題，我認為我們應該尊重宗教領袖的決定 1 2 3 4 5 

46 我負責盡職地處理所有分派給我的任務 1 2 3 4 5 

47 我是一位具有生產力的人且能將事情完成 1 2 3 4 5 

48 我通常較喜歡自己獨立完成事情 1 2 3 4 5 

49 我很少悲傷或沮喪 1 2 3 4 5 

50 我憤世嫉俗並且懷疑別人的企圖 1 2 3 4 5 

51 如果我不喜歡某些人，我會讓他們知道 1 2 3 4 5 

52 我有清楚的目標設定並且朝向目標有次序地完成 1 2 3 4 5 

53 當我做出承諾，我總會不負眾望地完成使命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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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不是一個有組織的人 1 2 3 4 5 

55 我總是興高采烈，心情愉快 1 2 3 4 5 

56 我的人生步調很快 1 2 3 4 5 

57 我是一個非常主動積極的人 1 2 3 4 5 

58 我時常會因為別人對待我的方式而感到生氣 1 2 3 4 5 

59 我很少注意到，因不同環境所引發自己內心的心情 1 2 3 4 5 

60 有時候當我正在欣賞文學或藝術作品時，心情會起伏 1 2 3 4 5 

 

 

 

 

【第三部分】 
以下對於創業精神的描述，請您仔細閱讀之後，以您自身對創業的想法，圈選適當的選項。

(5)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同意；(3)代表無意見；(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圈選

的數字越大，表示您同意度越高。 

 
 

 

 

題目 
非常
不
同意 

不 
同 
意 

無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我會自行決定未來要走的方向 1 2 3 4 5 

2. 我認為人生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循 1 2 3 4 5 

3. 我擁有高度的決策自主性 1 2 3 4 5 

4. 我能獨立面對所遇到的各種難題 1 2 3 4 5 

5. 我不會墨守成規 1 2 3 4 5 

6. 我總是有許多源源不絕的創意 1 2 3 4 5 

7. 我喜歡用創新的方法解決問題 1 2 3 4 5 

8. 我強調商品的設計與創新的程度 1 2 3 4 5 

9. 我清楚創業有一定的風險 1 2 3 4 5 

10. 我願意為較高的報酬承擔較高的風險 1 2 3 4 5 

11. 我對未來的不確定性有高度的承受力 1 2 3 4 5 

12. 我能接受虧損的狀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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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能體認到環境的變化是一種常態 1 2 3 4 5 

14. 我總是非常清楚市場的需求 1 2 3 4 5 

15. 與競爭者相比，我能較快辨別出目前流行趨勢 1 2 3 4 5 

16. 面對競爭者我會主動採取攻擊行動，而非只是被動回應 1 2 3 4 5 

17. 我願意訂定破壞市場情勢的價格 1 2 3 4 5 

 

【第四部分】 
以下對於創業意向的描述，請您仔細閱讀之後，以您自身對創業的意願，圈選適當的選項。

(5)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同意；(3)代表無意見；(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圈選

的數字越大，表示您同意度越高。 
 

 

 

 

題目 
非常
不
同意 

不 
同 
意 

無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我已經準備好要自行創業 1 2 3 4 5 

2. 我已經有堅定的創業意願 1 2 3 4 5 

3. 我很認真思考未來創業這件事情 1 2 3 4 5 

4. 成為創業家是我未來職業目標之一 1 2 3 4 5 

5. 我決定將來建立屬於自己的事業 1 2 3 4 5 

 

 

 

 

 

 

 

 

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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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填答。惠請檢查是否有遺漏填答的題項，謝謝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