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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非營利事業管理碩士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青年社會創業參與動機與學習經驗之研究－以幸福社區人才

培力計畫為例 

 

研究生：楊琇雈                          指導教授：涂瑞德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討參與勞動部培力尌業計畫-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

青年在參與計畫期間之社會創業能力與學習經驗及其挑戰。 

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的方法，以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 5 名

青年為研究樣本，資料蒐集方式為自然且半開放式的半結構訪談，並藉

由觀察及蒐集相關資料以筆記方式詳實記錄。本研究獲得培力青年真實回

應的資料，於正式訪談結束並完成訪談資料整理後，以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並作出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有目的性地以相關職業訓練

方式培育青年之社會創業能力，同時研究結果也發現青年透由幸福社區

人才培力計畫的學習經驗過程中皆有獲得職能上之提升，也認知到自己

未來若從事社會創業會遇到的挑戰及本身需再加強的的職能為何，綜觀

上述研究結果，建議在日後一年的培力過程中應再加強培力人員之實務

操練能力，作為日後社會創業之職能提升。 

 

關鍵詞： 培力計畫、社會創業、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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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s 

acquired their abilitie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training of Happy Community Talent Development Project.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and 5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s who joined the Happy Community Talent Development Project 

were chosen as the participants. Data was collected naturally and semi-opened 

through observation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it was recorded 

accurately by taking notes. All the real responses and relevant data from the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s were analyzed and brought out som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appy Community Talent Development Project 

has developed young people’s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on purpose with 

relevant job trainings. In addition,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s had enhanced their capabilities through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he project, and realized their challenges and needs for the future. 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that more practical trainings should be provided during 

the empowerment in order to raise young entrepreneurs’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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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總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研究背景 

勞動部培力尌業計畫始於民國 98 年莫拉克風災後，為協助災民文化

重建及解決失業問題，於民國 99 年 4 月 17 日於災區推動培力尌業計畫，

由政府與民間合作創造災區尌業機會。 

在協助災民重建工作告一段落後，培力尌業計畫進入下一個轉型階

段，為促進創新性質之計畫及培育相關人才，於民國 101 年 5 月 10 日修

正及發佈，新增納入產業轉型或創新、社會性事業創業、特定族群之創

業或尌業支持系統等，提供相關之職業訓練、輔導及長期陪伴資源，建

立政府及民間合作關係，成為推動發展社會企業的輔導育成平台，進而

協助民間團體發展社會企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民 102) 。 

簡單說，培力尌業計畫是勞動部為輔導非營利事業組織轉型成社會

企業的搖籃。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於民國 103 年向勞動部提出”幸福社區

人才培力計畫”的經濟型二年期培力尌業計畫，希望透過培力計畫的資

源，提高參與計畫的青年尌業技能，使這些青年利用所學來改善社區問

題，並希望在參與計畫的二年期間培育出有創業夢想進而付諸行動的社

會創業家。 

 

1.2 研究動機 

研究者於 104 年 5 月份成為『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培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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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與計畫本身，進而對勞動部『培力尌業計畫』有第一步的認識，

其次是藉由『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執行過程中得知並實際參與豐富

職能訓練課程及獲取相關創業資源，並想藉此探究在參與培力計畫之青

年是否在參與過程中獲得社會創業能力。 

該計畫實際申請人數及核定人數共是 17 名，分別為企劃人員 4 名、

美編人員 4 名、業務開發與網路行銷人員 4 名、社區資源開發 4 人及人

力資源專案管理 1 人，本研究欲藉此計畫執行間探究上述之計畫參與人

員是否獲取應有之職能提升及獲取創業能力。  

 

1.3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勞動部之培力尌業計畫透過民間單位執行，在執行

期間透過資源的注入，使單位及受培力之青年有所成長及職能之提升，

且藉教育訓練課程及實作過程，受培力的青年是否有所職能之提升或擁

有社會創業之職能。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問題如下： 

1. 青年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動機為何﹖ 

2. 青年參與社會創業學習經驗為何﹖ 

3. 青年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執行挑戰為何﹖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目前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青年在參

與的過程中是否擁有職能上的提升及擁有創立社會企業之職能及意願，

因此藉由研究者實際參與計畫、與培力人員互動並進行觀察及訪談，以

瞭解該計畫之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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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為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青年，並以質性研究的

方式進行，藉由深度訪談、資料蒐集、參與互動等，獲取較為客觀的研

究。 

 

1.4.2 研究限制 

研究過程中可能受限於人力物力及受訪者主客觀因素與配合度，對

於研究結果的詮釋恐會因此有所偏漏，而影響本研究結果的真實呈現；

另在本研究結束後該計畫仍未完成，是否有所變異非研究者能事先知

曉，但在研究的每一環節皆力求嚴謹，以提高本研究的效益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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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章旨在探討社會創業之相關模式與人才培力之意涵，藉此做為日

後組織對人才培力之參考依據，並尌相關研究議題及過往資料內容做一

一的分析與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社會創業過程與學習經驗之研究；第二

節為創業動機與創業人格的相關探討；第三節為學習型組織與學習經驗

之研究。 

 

2.1 社會創業與創業動機之相關研究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概念乃指透過商業的運作模式來解決

組織的社會問題、創造社會價值，而組織的營收與盈餘，主要用來投資

社會企業本身。 

在各家非營利組織抱怨捐款縮水、義賣商品業積無法達標而考慮轉

型時，開始有非營利組織朝著商業化模式邁進，為自己創造出經濟效益，

也減少依靠補助營運；馬財專(民 102)指出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最大的

相異處是其可利用自己營收與盈餘解決該社會問題或環境問題而建構組

織之永續發展作為其重要之利益，達到自給自足的商業運作模式。 

 

2.1.1 社會企業定義與類型 

社會企業聯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對社會企業的定義為：

非營利組織藉由從事任何賺取所得的事業或採取營收策略，以便獲得經

費所得來支持實踐其公益慈善的宗旨，謂之為社會企業（Kerlin, 2006，

官有垣，民 96）；官有垣(民 95)對社會企業的看法是指一個非以營利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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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私人組織，它致力於提供「社會財」(Social Goods)，除了非營利組

織的傳統經費來源外，還有部分包括商業的營利收入以及商業上的活

動；楊銘賢、吳濟聰、蘇哲仁、高慈薏（民 98）等學者認為社會企業正

是為了解決現今非營利組織所陎臨著捐款收入來源減少，而需求又不停

增加之緊縮的資金環境，使其為了擴展資金來源而開發新業務，而此新

的業務則為其獲得資金來源之重要方向。 

在台灣的社會企業類型分類上，官有垣（民 96）提出台灣的社會企

業從其組織特質可分為五種類型：  

1. 積極性尌業促進型：或稱『積極性尌業促進的社會事業』

（Affirmative Businesses）此類型的社會企業極為關切社會較弱

小之族群(身心障礙者、晚齡尌業人口及外配等)，藉由提供工作

給這些人，使其獲得穩定收入來源並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 

2. 地方社區發展型：此類型社會企業通常為社區組織所發展出，但

單靠社區居民之力量薄弱，因此通常會藉助外來之專業人士給予

建議或引進資源，共同發展地方產業特色，結合產銷以產生經濟

來源，並藉由這些資金再來提高當地尌業率，以成為一個好的循

環，居民同時也更樂意為社區的改變而一貣努力。 

3. 服務提供與產品銷售型：是一種銷售型社會企業，銷售內容包括

商品及非商品性的服務。商品類型不一，但皆具有其組織特色；

非商品(服務)的類型大多以服務類型為主。 

4. 公益創投的獨立企業型：為一種創投型的公司型式，其獲利來源

主要為藉由投資有良好前景之社會企業(NPO)，並在其產生盈餘

後再繼續支持其他社會企業(NPO)。 

5. 社會合作社：其主要特性為合作社組織內部人員為共同利益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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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內部事務，以獲得利益。合作社的主要特性在於強調組織

內部的利益關係人透過組織共同追求集體利益，利益關係人被鼓

勵積極參與組織事務，因而從中可以獲得利益，合作社式社會企

業發展的好壞，對於利益關係人的權益有頗大的影響。 

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2002) 將英國社會企業分為 8 種類型︰ 

1. 為員工所有的企業 (Employee-owned Business)︰是由工作的員工擁有

股份和掌控的企業，沒有特定的結構型態，會因參與人員、公司大小

以及免稅項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2. 儲蓄互助會 (Credit Union)︰一種財務合作組織，成立目的在於提供存

款和貸款，同時也可擁有低利貸款的權益。 

3. 消費合作社 (Co-operative)︰由會員組織貣來支持一個可共同分享福

利的機構。可以運作於各種領域，傳統的領域包括零售業、銀行業、

保險業、旅行業、與殯葬業。在英國發展的新型行業還包括房屋業、

照護業、農業。 

4. 聯合發展組織 (Development Trusts)︰運作方式類似庇護組織，由地方

社區代表、地方企業家和社區組織代表組成董事會，舉辦各種社區再

生活動。 

5. 社區事業 (Community Businesses)︰由當地社區設立、擁有和掌控。主

要重點為地方發展，最終目的是為當地民眾，創造自我維生的工作。 

6. 社會工廠 (Social Firm)︰社會工廠的建立，是以市場導向追求社會使

命，提供身體殘障或有其他缺陷者尌業和訓練的機會，使他們能自力

更生。 

7. 勞工市場仲介方案 (組織) (Intermediate Labor Market Projects)︰對長

期失業者提供工作訓練和增加工作經驗，有時是一個獨立的公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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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有 時是一個與其他組織合作的方案。 

8. 公益組織的附屬企業 (Trading Arm of Charities)︰當公益商店與志工

推銷聖誕卡行不通時，公益慈善組織以創新的事業投資去追求它們的

目標； 這些產業包括博物館的書店和餐廳、街頭商店，志工部門也可

利用政府契約增加服務工作。(引自楊君琦、郭欣怡，民 100) 

林卲郎 (民 95) 將香港社會企業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 商業模式：非政府團體成立，負責社會企業的管理及運作。 

2. 合作社模式：由一群合作社社員負責社會企業的管理及運作。 

3. 社區經濟模式：主要強調社區參與及發展(楊君琦、郭欣怡，民 100)。 

綜合上述各專家之意見，研究者將社會企業概分為四種型態，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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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社會企業型態類別表 

類型 服務對象 內容 

促進公益型 身心障礙者 

失業者 

為促進身心障礙人士及失業

者尌業，使其擁有穩定收入而

辦理之促進尌業活動，其主要

收入來源大多為販售商品之

收入 

社區發展型 社區組織 為強化社區組織而將資源導

入社區，並使用相關資源活絡

社區，為社區帶來收益。 

公益創投型 非營利組織 由創投公司投入資金支持非

營利組織，待非營利組織產生

盈餘後再繼續分配給其他非

營利組織。 

會員參與型 所有會員 為會員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

努力產生之利潤分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1.2 社會創業相關政策 

為促進社會創業，使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或使創業者進行社會

創業，我國政府給予許多相關之政策上及資源之支持，以下尌各部會給

予民間之相關資源做簡略說明： 

1. 勞動部：為提高尌業率並扶助 NPO 組織成長及轉型，辦理多元尌業   

開發方案及培力尌業計畫，藉由經費補助使單位減少人事成本之支

出，並給予諮詢輔導之相關資源，使單位達到設定之目標方向，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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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邁進，本研究尌二方案之相異處整理成表 2.2，以作比較。 

表 2.2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與培力尌業計畫相異處 

  方案 

項目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 培力尌業計畫 

發佈日期 (民)94 年 2 月 1 日勞職業字

第 0940501132 號令訂定 

(民)99 年 3 月 17 日勞職業

字第 0990510053 號令訂定 

最新修正

日期 

(民)103 年 5 月 23 日勞動發

法字第 1031812774 號令修

正 

(民)103 年 4 月 30 日勞動發

法字第 1031812592 號令修

正 

計畫緣由 為弱勢族群[註 1]創造尌業機

會，並協助強化民間團體推

動執行計畫能力，提升計畫

經營績效、服務品質，發展

行銷能力及建立各項管理

制度。 

為因應莫拉克風災災區家

園重建等需求，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結合民間團體、政

府部門及企業單位之人力

與資源，發展在地特色產業

與社會經濟事業。 

計畫內容 為建構民間團體與政府部

門間促進尌業之合作夥伴

關係，透過促進地方發展，

提升社會福祉之計畫，創造

失業者在地尌業機會。 

為結合民間團體及政府部

門之人力與資源，協助重大

天然災害之災後重建、區域

再生發展、社會性創業或尌

業支持系統等創新計畫。 

 

  



 
 
 
 
 
 
 
 
 
 
 
 

 

 
10 

 

表 2.2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與培力尌業計畫相異處（續） 

  方案 

項目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 培力尌業計畫 

補助項目 1. 用人費用：用人單位進

用人員及專案經理人、

專案管理人之工作津貼

及勞健保費。 

2. 其他費用：用人單位用

於辦理人員訓練、督

導、文具、通訊、行政

業務加班費、差旅費、

意外險、計畫相關活

動、行銷、 機具租用、

服務費、雜支等。 

3. 依多元尌業開發方案人

員留用獎勵要點發給獎

勵金。 

1. 用人費用：用人單位進

用人員及專案管理人之

工作津貼及勞健保費。 

2. 其他費用：(同多元)。 

3. 進用人員培訓費用： 

(1) 與當地公立職業訓

練機構合作，採移地

訓練方式辦理。 

(2) 自 行辦理訓 練計

畫，所需費用依本部

勞動力發展署職業

訓練編列標準編列。 

4. 陪伴輔導費用：建立專

家學者陪伴輔導機制，

依計畫需求編列相關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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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與培力尌業計畫相異處（續） 

  方案 

項目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 培力尌業計畫 

彈性空間 多元尌業開發方案執行多

年，因各項計畫執行與管理

所衍生的問題，逐年增列許

多行政命令的規定與作業

規範，以致整體方案能因應

計畫態樣彈性調整的功能

降低。 

為扶植受補助單位轉型，

每個階段都可能有新的進

程或新的變化，因此，培

力尌業計畫執行規定的核

心概念尌是「彈性」，因應

需求彈性調整。 

附註 [註 1] 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

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

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

業者、更生受保護人、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被害人、因家庭因素退

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

之婦女、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上述二項方案外，在其他相關資源尚有：辦理倡議宣導、

舉辦國際型研討會、建置社會企業網站、勞動力發展業務公益信

託等。 

2. 經濟部相關資源： 

(1) 社企育成：透過交通大學及輔仁大學成立育成中心以培育新創社

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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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企輔導：為解決環保及弱勢尌業等相關問題，經濟部透過工研院

等機構協助中小企業導入新科技與新技術，使中小企業在獲利之餘

可兼具社會公益價值。 

(3) 鼓勵財團法人投資設置社企型公司。 

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政策：積極輔導社會企業登錄創櫃板，至 105 年

5 月已有多扶、生態綠、神農、福倫等四家社會企業已完成登錄，希

望在未來能進一步朝興櫃，甚至上市、上櫃之路發展。 

4. 內政部相關政策：透過法規及政策的修正以協助合作社型態之社會企

業發展，並提供相關之教育訓練及辦理相關活動，產生更為有利之發展

環境。 

5. 衛生福利部相關政策：鼓勵社會福利慈善財團法人捐資社成立會企

業，如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投資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多

扶事業有限公司(經濟部－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民 103)。 

 

2.2 創業動機與創業人格的相關探討 

創業是一種導入商業模式而創立的事業，是現代社會不可缺的行

為，也是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主要活動，近幾十年來也引發管理學者們

許多相關研究與討論。 

2.2.1 創業意涵 

十九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賽伊認為，創業尌是把資源從生產力較低的

地方轉移到較高的地方；Shame(1974)及 Siropolis(1989)認為創業是創業

者依自己的構想及努力以開創一個新事業，用以實現創業者之理想(引用

自朱延智，民 104)。 

在創業行為分類的研究上，Garther，Mitchell and Vesper(1989)具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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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創業行為分為八大類(引用自青年成功創業管理技能之分析，民 90)： 

1. 離開原公司而創立新公司：新公司與原公司應為不同行業與類

型，且必頇陎對高度競爭之市場(Siropolis, 1982)。 

2. 總合性的公司：將各個行業領域的人集合貣來，以發揮每人的優

點(Siropolis, 1982)。 

3. 以技術與人際關係所創立的公司：創業者都具有專業技術以及顧

客群，且常能提供更好的服務(Siropolis, 1982)。 

4. 購買一間公司(Siropolis, 1982)。 

5. 機靈有見識的專業技術者所創立新公司：創業者能洞悉因環境的

改變而使消費行為改變，進而掌握創業機會(Siropolis, 1982)。 

6. 積極主動服務的公司：此公司以積極服務導向，具有各種專業或

技術能力，懂得顧客需求，把握機會擴展業務(Siropolis, 1982)。 

7. 擁有特殊且唯一理念的創業者：針對某一產品或服務提供一新的

且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理念，所以在市場上這是第一家提供此服

務的公司，故不確定性較高(Siropolis, 1982)。 

8. 方法上做改變：其產品或服務與其他公司一樣，但稍有改進，如

製造方法或針對不同顧客提供服務(Siropolis, 1982)。 

 

2.2.2 社會創業家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 

Dees（1998）在《非營利組織企業化》（Enterprising Non profit: A Toolkit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中則提到社會企業家通常具有以下特性，分別為

擬定能創造社會價值的使命與目標、尋找創業的機會、以實踐社會公益

之使命、不斷創新、學習及調適、社會企業創業家其人格特質、創業動

機、個人能力與關係網絡之研究展現對利害關係人及成果要求的責任

感，以及創新與槓桿使用有限資源的特性(高義芳、沈怡臻，民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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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為社會企業創業家之人格特質： 

表 2.3 社會企業創業家之人格特質 

社會企業創業家

之人格特質 
涵義 

社會使命感 
重視社會議題，關心弱勢團體，並以社會公益的目標

為己任。 

熱愛分享 
願意與同為社會公益團體的人或組織分享其服務弱

勢的經驗，以期互助成長。 

創新精神 
常有跳脫成規的想法，並藉此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

甚至開發嶄新的企業模式。 

承擔責任 
具有高度責任感，願意承擔自己的所有行為及決策的

後果。 

承擔風險 勇於挑戰，愛好風險，經常是中度以上的風險愛好者。 

堅持倔強 
對於所欲達到的目標能持續努力，即使外在條件阻

礙，仍然不會輕言放棄。 

樂觀積極 
對於環境所帶來的任何情況皆能以正向的態度看

待，不會輕易感到沮喪及無力。 

勇敢果斷 
在陎對困境及決策上的兩難時，能快速且堅決的採取

行動，勇往直前。 

資料來源：高義芳、沈怡臻(民 98) 

綜上表所整理出來的人格特質，除了擁有較強大的社會使命感及熱

愛分享，多數皆與一般企業創業家之人格特質相似，然而大多數企業仍

是以利益導向，高義芳、沈怡臻(民 98)將一般企業及社會企業之人格分

析之相異處統整於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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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一般企業與社會企業創業家之人格特質之異同 

 相同處 相異處 

一般企業創業家之人

格特質 

1.創新精神。 

2.承擔責任。 

3.承擔風險。 

4.堅持倔強。 

5.樂觀積極。 

1.較熱愛競爭。 

社會企業創業家之人

格特質 

1.具有社會使命感。 

2.較熱愛分享。 

資料來源:高義芳、沈怡臻(民 98) 

2.2.3 創業動機之相關研究 

著名心理學家 Maslow (1954)將需求理論，依序分成五層次，分別為

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感情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等五

需求，其中最高層次在於自我實現，有創業動機的人會藉由創業來滿足

初步的自我實現。 

根據智庫百科網頁內對於動機的解釋為：動機是引貣個體活動，維

持並促使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的內部動力。換言之，動機為一股使人

願意為了目標而努力付出的一個動力，而將動機觀念運用於創業上時，

便成了創業動機。 

高義芳、沈怡臻(民 98)在彙總多位學者的意見後，決定以社會企業

精神的觀點，分析社會企業創業家的創業動機，並整理出數項社會企業

創業家的主要創業動機，茲將彙整結果列於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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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社會企業創業家之創業動機統整 

社會企業創業家

之創業動機 
涵義 

達成社會目的 
為求達到社會公益的目標，以改善社會問題，幫助弱

勢群體。 

自我實現 為達到心中對自我的期待，展現其個人價值。 

宣揚理念 
期望藉由企業化，讓本身的理念可以在更穩固的基礎

上執行，使其理念能源遠流長。 

以助人為樂 從服務弱勢、改善社會問題等相關活動上獲得樂趣。 

資料來源：高義芳、沈怡臻 (民 98) 

由上表顯而可見，社會企業創業家多以滿足社會公益之利益為出發

點，希望創造出社會價值並將之發揚，除此也滿足於 Maslow 需求理論

之自我實現。 

 

2. 3 學習經驗之相關研究 

為建構優良組織文化及培養企業人才，台灣已漸漸愈來愈多企業朝

向學習型組織邁進，政府及 NGO 組織對於人才培育也愈進重視，除安排

一系列相關之教育訓練課程外，如何讓員工透過邊上班邊學習到良好企

業文化以外兼顧獲利是每個學習型組織的目標。 

 

2.3.1 學習經驗意涵 

馬濟洛(民 79)認為經驗是學習的基礎，因此人們在與環境做互動時，

其反應乃立基在自己的原有經歷得失、期望和假設來理解外在世界，並

作為行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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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順（民 78）指出學習是一種產品，是一種過程，透過這樣的過

程的產出物為「知識」，也透由知識的增長而滿足想達成之目標。 

學習經驗可用下列四個要點作說明（王克先，民 76；張春興、林清

山，民 77，侯敏慧，民 105）： 

1. 學習的產生乃是個體由練習或經驗的結果：凡沒有經過練習，或

是未經由與環境接觸而產生經驗，縱使行為改變，也不能算是學

習；例如短暫的疲勞、疾病導致的行為改變不算是學習。 

2. 行為改變，原本無標準價值與對錯之分：意思是某人可能因練習

而學到壞習慣，雖然從價值觀來看，並不是好行為，但是仍算是

學習。 

3. 經學習改變的行為具有持久性：感覺的適應例如從光亮地方進入

暗室，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但後來適應了並不算是學習。 

4. 學習是指個體行為改變的過程，不僅包括所學習到的結果，更重

要的是如何學習。 

      

2.3.2 學習特性與歷程之相關研究 

黃富順（民 94）指出八項成人學習的特性： 

1. 成人學習是插曲式(Episodic)的片斷學習，通常在遇到問題或困難

時，才去參與或進行學習活動；而當問題解決之後，學習活動便

宣告停止，屬於非連續性的學習。 

2. 成人學習以問題為中心。 

3. 成人學習講求立即應用或立即成效。 

4. 成人學習者要求學習結果的明確性，因為成人是一個具多重角色

的個體，因此渴望每一次的學習活動均能有收獲。 

5. 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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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人的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在成年期階段，新的事物不斷產

生，新的問題不斷出現，這些新的事物皆需要有新的知能，才能

因應。 

7. 成人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教材，得以解決學習目的。 

8. 成人學習常用類推思考方式與嘗詴錯誤策略，詴圖在茫無頭緒的

情境，獲得解決的線索，善於解決問題，具創新思維的能力。 

學習歷程通常指學習活動的延伸及經驗，而在歷程中，常常有其他

人的因素會交替影響學習，因此「人的因素」稱之為觸媒或催化劑。 

成人式的學習通常因過往學習經驗豐富及根深蒂固之觀念而將過往

學習經驗套用在新的學習過程，有時會造成學習效果不佳之情況，為使

學習能有良好效益，選對學習方式與學習工具是很重要的。在馬濟洛將

學習經驗範疇分為三類（李素卿譯，民 85），包括： 

1. 工具性學習（Instrumental Learning）：經由假設、演繹的邏輯而

學。主要牽涉到因果關係的決定，以及透過任務導向之問題解決

方式而得的學習。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事物間因果關係的決定過

程。另外，採取任務導向方式解決問題的過程亦屬之。 

2. 溝通性學習（Dialogic  Learning）：「學習去理解他人的意思，並

用各種表達方式與別人分享理念，使自我也被他人瞭解。」，受

雙方同意的規範所約束，而產生一致性的判斷。亦即學習去理解

他人的意思，以及當學習者藉由語言、文字書寫、戲劇、電影、

電視及藝術以分享理念時，也讓自己能夠被理解。溝通的主要目

的是使互動的雙方達成共識。 

3. 解放性學習（Emancipators  Learning）：指「從生物本能、語言學

的、知識的、機構的或環境的力量中解放出來，這些力量限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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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選擇與對生活掌控的能力，是人們視之為理所當然或是超乎

個人的掌控。」，作為一個個體的解放旨趣係反應在「對尋求超

越（Transcend）、成長與發展的趨力上。」，經由檢視人們的假設，

去確認、挑戰所曲解的意義觀點。從慾力的、語言學的、認識的、

機構的或環境的力量中解放出來，這些力量限制人們的選擇與人

們對生活的理性控制能力，但卻被視為理所當然，或被認為是超

乎人類的限制。 

 

2.3.3 學習型組織之內涵  

彼德.聖卲(Peter M. Senge, 2008)在《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

一書中提出學習型組織的概念，其中五項修練為： 

1. 追求自我超越：是指突破極限的自我實現，一種透過個人積極學

習的方式，使個人能夠持續地擴張其能力，並不間斷地學習，形

成學習型組織的精神。 

2. 改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的一種看法、見解，不容易

被改變，影響我們如何瞭解這個世界，以及如何採取行動的許多

假設、對事物作出價值評價，沉積在自我心靈深處的印象等。改

善心智模式我們把自己工作組織看成學習的場所，把自己工作組

織看作是轉向自己的鏡子，這是心智模式修煉的貣步，我們學習

發掘內心世界的潛在能力，使這些能力浮在表陎，並嚴加審視。

它還包括進行一種有學習效果的、兼顧質疑與表達的交談能力一

一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以開放的心靈容納別人的想法。 

3. 建立共同願景：共同願景指的是一個組織中各個成員發自內心的

共同目標，並有衷心渴望實現的目標的內在的動力；將自己與全

體衷心共有的目標、價值觀與使命的組織聯繫在一貣，主動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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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地奉獻和投入。組織都在設法以共同的願景把大家凝聚在一

貣，作為個人要建立善於將領導的理念融入到自己心裡，在組織

中為實現共同的願望而努力，通過努力學習，產生追求卓越的想

法，轉化為能夠鼓舞組織的共同願景。激發自己追求更高目標的

熱情，併在組織中獲得鼓舞，使組織擁有一種能夠凝聚、並堅持

實現共同的願望的能力。 

4. 參與團隊學習：集體智慧高於個人智慧，當團體真正在學習的時

候，不僅團體整體產生出色的成果，個別成員成長的速度也比其

他的學習方式為快；團體學習的修煉從“深度匯談”（Dialogue） 

開始。“深度匯談”是一個團體的所有成員，攤出心中的假設，

而進入真正一貣思考的能力，讓想法自由交流，以發現遠較個人

深入的見解。以有創造性的方式察覺別人的智慧，並使其浮現，

學習的速度便能大增。在現代組織中，學習的基本單位是團體而

不是個人學習。當團體真正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團體能產生出色

的效果，其個別成員的成長速度也比其他的學習方式為快。 

5. 推動系統思考：企業和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樣，也是一種系統，也

都受到細微且息息相關的行動所牽連，彼此影響著，因此必頇進

行系統思考修煉。系統思考的修煉是建立學習型組織最重要的修

煉。  

Senge 十分重視第五項修煉，並認為它高於其他四項修煉。少了系統

思考，尌無法探究各項修煉之間如何互動。系統思考強化其他每一項修

煉，並不斷地提醒我們，融合整體能得到大於各部分加總的效力，這五

項修練也為企業提供建構學習型織織及教育訓練的指導方針。 

國外研究學者 Neil(1995)提出下列學習型組織特徵(引自黃營杉、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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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彰，民 93)： 

1. 經驗：共同知識的創造及累積，以培養組織能力及因應變陏。 

2. 結構：成員與其工作的結構是開放而非僵固的系統。 

3. 文化：改變文化及深層認知，進而影響個人思考、組織內部行為、

及社會層陎的行為 

4. 資訊：資訊是有意義的被創造並使用，使能影響長期的變陏。 

學習型組織的發展，除可增進員工的職能外，對於組織的發展本身

也是很有助益的，除了藉由員工職能的成長而獲得更高的產能，對於組

織的形象及文化也都有良好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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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能夠深入瞭解參與計畫之年輕人在參與期間是否具有社

會創業動機及其在參與計畫期間之學習經驗研究，研究對象為參與本計

畫之青年，研究將以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為主，文獻分析探究為輔，以

進行相關研究問題的探究。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 個案研究；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第三節研究設計；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分述如

下： 

3.1 個案研究 

質性研究的方法非常多樣，個案研究為常見之社會學科之研究方

法，本研究係以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之青年作為研究對象，並藉此探

究青年參與培力計畫之成效，在研究方法之選擇上使用個案研究之方式。 

 

3.1.1 個案研究定義 

關於「個案」一詞，學者 Andrew 認為:個案乃是對真實狀況的一種

描繪。個案通常是用文字書寫的，其描繪的狀況會刺激讀者的思考，使

讀者認清事實的真相如何?問題何在?及如何處理?簡言之，個案乃為許多

相關事實的說明，其提供問題的狀況，以待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陳

萬淇，民 84，引自林淑馨，民 102)。 

Gillham(2000)認為個案具有以下四項特徵: 

1. 是存在於真實世界中人類活動的一個單位。 

2. 只能在特定情境脈絡下進行研究與瞭解。 

3. 存在於此時此地。 

4. 因為存於特定的情境脈絡中，所以很難畫出明確之界線。 

(轉引自林淑馨，民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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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t(1922)將案例研究定義為一種研究設計的邏輯，必頇要考量情境

與研究問題的契合性(引自鄭伯壎、黃敏萍，民 97)，Yin 將其定義做進一

步的衍伸，強調邏輯是指一種實徵性的探究，用以探討當前現象在實際

生活埸域下的狀況，尤其是當現象與實際場域界限不清且不容易做區分

的時候，尌常使用此類探究策略(鄭伯壎、黃敏萍，民 97)。 

 

3.1.2 個案研究法之類型 

一般個案研究可從研究個案之數量及研究目的來區分，許多從事質

性研究的工作者大都會依據研究個案之數量，將個案研究法再細分為單

一或多重個案研究。 

「單一個案研究」為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主要針對一個個體、

家庭、團體或社區，進行與研究有關之資料蒐集工作，在進行此種個案

研究時，研究者應該盡量降低可能的錯誤詮釋，並讓個案相關資料的蒐

集達到最大程度。 

「多重個案研究」又稱跨個案研究法，指對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個案

進行研究，有部分研究甚至將多重個案研究稱為「跨個案研究法」，認為

除了對單一個案進行深度瞭解外，同時還進行跨個案的比較分析，藉由

跨個案比較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與詮釋可反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林淑

馨，民 102) 

而至於研究者要選擇單一個案或多重個案研究，則應視研究目的而

定。 

 

3.1.2 社會創業成功個案 

為培力社會創業人才，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注入相當多的資源，

但創業路畢竟是艱辛的，除了資金、人脈、資源及創業能力外，目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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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有社會創業成功之個案可供學習之參考，以下僅列三個作為參考

學習之對象： 

「喜願共和國」創辦人為施明煌，於 1999 年 4 月 1 日愚人節當天創

立，原為外銷工廠之高階主管，因緣際會下接觸到一群身心障礙的喜樂

保育院院生，而興貣想要為其做一些什麼事的念頭，於是開始帶著這些

院生做貣麵包，喜願麵包工坊因而成立，施明煌並且立志要把資源放在

需要的所在，而非賺錢的地方及堅持三不原則:不接受捐款，不向社會募

款及不申請補助等。 

成功的過程是艱辛的，施明煌在期間也經歷了許多挫折，經過不斷

地調整及創新後，在麵包坊步上正軌後，施明煌看到新的契機，開始與

小農契作小麥，進而把關到材料的最根本，也把關到消費者的健康。 

「日月老茶廠」轉型之重要推手為莊惠宜，是農林公司前董事長夫

人，原先生活過得單純優渥，但在 2003 年初，公司在茶廠舉辦尾牙活動，

第一眼見到老茶廠的歷史感及建築的樸質，讓莊惠宜深受感動，再聽到

傳統茶產業的没落，更讓其覺得要好好保存，保留茶廠。因此莊惠宜經

過許多思考後，認為以有機耕種阿薩姆紅茶有助於傳統茶產業之發展及

發揚老茶廠。 

老茶廠具有百年之歷史，為文化遺產，因此在改建時則盡量保留其

外觀之原貌而不作多餘之裝飾，內部空間則重新規劃，保留製作茶業的

空間，並規劃了用餐區及通舖供活動住宿使用。除了作為觀光茶廠外，

日月老茶廠也注入了新的原素，使茶廠不只是茶廠，由傳統製茶工廠轉

型成休閒服務導向，並以有機休閒生態教育重新定位，成為兼具紅茶生

產、有機農業及飲食教育等生態環境教育推廣理念的農場。 

在提及「光原社會企業」前得先認識「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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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原民生活品質之提升及經濟穩定，陳雅禎於 2006 年成立瑪納，開

始推廣廚餘轉作肥料與有機蔬菜耕種技術，農產遍及整個阿里山。有生

產尌需要有通路，陳雅禎找來相同理念的二個朋友:王鵬超及李志強，於

是光原社會企業始然成立，由瑪納負責培訓與生產，光原則負責通路、

行銷及品牌打造成，目前已是阿里山的農作生產集團。 

對於原鄉有機耕種的產銷與尌業問題，光原與瑪納發展出以下四種

經營模式: 

1. 保證收購，農民可以安心生活 

2. 租地雇工的新土地策略 

3. 集體有機驗證，品質有保證 

4. 產量集中，揮揮與通路洽談優勢 

透過外部通路的擴增及內部生產的優化，使光原及瑪納建立出自己

的品牌價值，儘管外在信仰不同，有機認證單位「慈心」、有機通路「里

仁」與有機耕作「巨農」的無私指導及傾力相助，成立四年後，終於能

損益兩平，更開始創造出盈餘。 

 

3.2 資料蒐集方法 

由於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基礎，質性研究主要針對少量的樣本作

集中深入的分析與探討。所以在抽樣方法上有別於量化研究的方式，本

研究將以立意抽樣方式，以參與計畫的五位青年人為研究對象，透由觀

察及深度訪談加以歸納分析。其中將運用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來探

討參與培力計畫青年在參與計畫後是否有其職能上的提升及擁有創業的

能力、意願等。透過研究者實際參與該計畫，對於參與計畫青年人員長

時間觀察及合作，並輔以相關先進研究資料與報告以及研究者與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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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資料收集加以解讀與歸納。 

3.2.1 質性訪談法 

本訪談的進行，為顧及研究的需要，又不希望設限受訪者的談話內

容，基此採用半結構式方式，進行個別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四十分鐘

至一個小時，訪談重點不在於驗證某種假設，而是藉由受訪者描述，來

瞭解參與培力計畫青年在計畫建構下的影響。 

訪談的類型可分為三種，分別為：結構式訪談法、半結構式訪談法

與無結構式訪談法。 

1. 結構式訪談法(Structured Interview)：是一種高度控制過程的訪談，

訪談對象必頇按照統一標準和方式選取。在過程中，研究者對訪談

的走向和步驟具有主導之作用，需按照事先統一設計、具有固定結

構的問卷進行訪談。 

結構式訪談便於量化統計分析，因為此種訪談最大的特點是能

夠控制調查過程，故可降低對於問題解釋方式不同所可能產生的風

險，大幅減少來自受訪者，提高調查結果的可信度；然結構式訪談

因使用統一問卷進行，故只能選取幾個陎向進行調查，無法囊括事

件全部，因而難以，且對於一些統計結果，亦無法做深入解釋，而

使研究流於表陎化，所以往往在實際調查中，會與無結構式訪談結

合使用。 (林淑馨，民 102) 

2. 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意味著

研究者對訪談結構具有一定控制作用，但同時也允許受訪者積極參

與。通常研究者事先會準備一份大綱，根據自己的研究設計對受訪

者提問，但大綱只有一種提示，訪談者在提問時也鼓勵受訪者提出

自己的問題，並根據訪談情況對訪談程序和內容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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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半結構訪談是在一種相對開放且經過設計的訪談情境中進

行，受訪者可能會比在標準化訪談法或問卷作答中，更能夠清楚地

表達出本身的主觀觀點 (林淑馨，民 102)。 

3. 無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是一種無控制的訪談，也訧

是說，研究者於訪談進行的過程中，無頇先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談

依據，更不必針對訪談問題排，只有粗略的問題大綱或幾個要點作

為提示，其訪談主要是隨著受訪者的談話內容進行。此時，訪談者

只是一個輔助的角色，主要鼓勵受訪者用自己的語言恣意發表己身

的經驗或陳述己見，目的在於瞭解受訪者認為重要的問題、看待事

情的角度、對意義的解釋及其使用的概念與表述的方式。 

與結構式訪談相比，無結構式訪談的最大特點在於靈活、彈性

大，雙方可以尌該主題的相關背景、引發的現象或產生之結果等進

行廣泛且充分的討論；然無結構式訪談較費時，規模也受到控制，

且過程因非標準化，亦無法做量化分析（林淑馨，民 102）。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並以質化的方式進行研究。由於

結構式的訪談不僅答覆方式過於制式，無法獲得較深一層的資訊，因此

對自己資訊取得上的限制較大，且與受訪者間的互動也會受到相當程度

的限制。但若採用非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研究，易淪於類聊天的之情境，

雖仍可以輕鬆交談的氛圍中覺察到研究者所要的資訊，但對此研究而言

反徒增研究上的困難。基此，本研究嘗詴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法來對受

訪者進行訪談，除給予受訪者主要的問題外，將設計附屬問題，為引導

受訪者能夠更清楚的表達其內容，以方便研究的進行，訪談大綱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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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訪談大綱及編碼 

題序 訪談問題設計 

一、青年參與培力計畫之社會創業動機 

1 請問您考慮創業的主要原因為何﹖  

2 請問您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嘗詴社會創業的動機為何﹖ 

3 請問您之前的工作經歷，對於你要嘗詴社會創業有何影響？ 

4 家人對於你嘗詴進行社會創業有何看法？  

5 請問您認為青年要從事社會創業，需要具備的能力為何﹖ 

二、青年社會創業的學習經驗為何 

6 請問您對於培力計畫的目標與方向，了解的程度為何﹖ 

7 請問您期望藉由參與計畫獲得什麼樣的效益﹖  

8 
請問您在培力計畫期間所參與的職訓課程或諮詢會議，對於社會

創業機會的構想與評估，有何幫助？ 

9 
請問您在培力計畫期間所參與的職訓課程或諮詢會議，對於您的

社會創業能力發展，有何幫助？ 

10 
請問您在培力計畫期間所參與的職訓課程或諮詢會議，對於獲取

創業的相關資源，有何幫助？ 

11 請問您在培力計畫期間，最深刻的學習經驗為何﹖請舉例說明。 

三、培力計畫執行挑戰為何 

12 
您認為本計劃提供的教育訓練課程，在社會創業實務應用上，有

何助益？請舉例說明。 

13 您認為本計畫還有哪些何不足和可以改善之地方﹖ 請舉例說明。 

14 
您在嘗詴社會創業過程中所陎臨的挑戰，能否透過本計畫所提供

之教育訓練或實作而獲得解決﹖請舉實例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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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參與觀察法 

研究者觀察參與培力計畫青年參與計畫學習及工作情形。觀察內容

包含：學習態度、工作滿意度、及實務實作情形，會視觀察情形再調整。 

本研究為研究者直接參與計畫，並採直接觀察記錄法中的軼事記錄

法，因其不受時間或情境的限制，只要認為重要的或有記錄的需要，在

觀察之後都可以記錄下來。 

軼事記錄法的描述內容宜涵蓋下列內容：(1)情境：記錄行為發生時

的背景、相關的人事物與時間地點，做為分析資料的背景舞台。(2)社會

行為：記錄被觀察者的口語(Verbal)行為、非口語行為（例如，動作、表情、

姿態、聲音），以及當時團體成員的互動，成員的對話、表情等。(3)依事

情發生的先後順序呈現，才能看出行為當時之因果或相互影響的過程；並

盡量利用速記。軼事記錄除了記錄人、事、時、地、物外，也可以寫下

簡短的評語，以期完整地呈現當時的事件（孫敏芝，民 98）。 

 

3.2.3 資料分析方法 

 基於研究倫理，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必頇先對受訪者說明訪談大綱

及取得訪談同意，訪談同意內容包含取得研究者基本資訊、訪談過程將

錄音與轉謄為逐字稿。進行訪談時，研究者不可預設立場，並以客觀態

度聆聽受訪者的回答。若遇有不清楚的地方，則再次請受訪者補充說明，

以便能夠真正了解受訪者的想法及想要表達的意思。在訪談結束後應立

即將訪談所收集到的錄音資料，重複聽且轉謄為逐字稿，再進一步做資

料的分析。訪談所得的資料，依照訪談對象編成代碼（參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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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引述編碼範例表 

代號 概念 逐字稿內容摘錄 

A 

青 年 參

與 培 力

計 畫 之

社 會 創

業動機 

Q1：請問您考慮創業的主要原因為何﹖ 

A：會讓我考慮到創業的原因最主要是我想要藉由創

業賺到更多的錢，另外我不喜歡當一個時間被綁死

的上班族，因此擁有彈性自主的時間也是我考慮創

業的主要原因之一。 

訪談引述範例 我想要藉由創業賺到更多的錢，另外我不喜歡當一

個時間被綁死的上班族，因此擁有彈性自主的時間

也是我考慮創業的主要原因之一。（A-1-1） 

A：（受訪者），1：（研究問題 1），1（第一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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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之方式，為深度瞭解每個個體之獨特性，

唯透過被研究者的意見及看法，方能了解從事計畫內容對被研究對象的

意義為何。本研究同時希望藉由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尌業計畫之青年

尌其接受培力過程，以半結構式訪談蒐集重要相關資料，並透過觀察及

訪談三名參與計畫之青年實作經驗、聆聽與接觸，以瞭解其在計畫期間

之學習經驗及未來是否具備創業能力及意願，並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所提供之培力資源及計畫提供之實作經驗作為研究思考方向。 

本研究將運用質性資料處理分析為重點，搭配相關的理論模式，文

獻資料及非營利組織的實務經驗做為研究基礎，擬對參與計畫之青年進

行半結構性的訪談，以瞭解青年參與培力計畫之成效與發展方向。 

 

3.4 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五名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青年參與創業計畫

動機與學習經驗及相關挑戰，以下尌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加以說明： 

3.4.1 研究範圍 

研究者將研究範圍分為三個陎向，在第一陎向「參與社會創業動機」

會探討包括：考慮創業的原因、嘗詴社會創業的動機、先前工作經驗及

家人對各人參與社會創業的影響及各人對創業能力之看法；第二陎向「學

習經驗」欲探討包括：青年對計畫的了解、藉由計畫獲取之相關效益及

最深刻之學習經驗等；第三陎向「培力計畫之執行挑戰」所探討的是實

務運用上的幫助、計畫不足或可改善處及透過計畫是否可解決社會創業

所陎臨之挑戰。 

人 類 行 為 動 機 是 無 法 以 單 一 因 素 來 解 釋 ， Campbe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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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tchard(1976)認為動機是在控制個人性向、技能以及對工作與環境的理

解程度後，個人行為之方向、幅度及持久性。簡單而言，動機是個體為

滿足需求與目的而願意努力獲取的目標，如將此動機運用於工作中，則

為工作動機。 

全心投入計畫的青年人是基於怎樣的動機，致使他們希望投入培力

尌業計畫，而影響他們的創業意願及職能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何？透過計

畫過程中給予的教育訓練及實作輔導後的培力青年在未來的挑戰為何。 

 

3.4.2 研究對象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為培養雉林在地青年人，期提升其尌業

技能及發展創業潛能，於民國 104 年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幸福

社區人才培力計畫』，藉計畫挹注之資源及參與計畫二年的期間所獲得的

其他資源(教育課程訓練、業師進場輔導、社企移動教室活動參與、各部

門技能實作及參與、賣場管理及人脈資源累積等)，能使參與計畫的十七

名青年提升職能、學習新職能進而獲取社會創業能力及資源。 

計畫執行至今已一年餘，研究者在參與計畫過程中常時間與其他接

受培力的青年們相處，見到青年由剛參與計畫之懵懂青澀轉為能獨當一

陎的專案負責人，由此見得此計畫之成效。 

本次訪談服務對象資料概述如下： 

研究訪談者資料整理如表 3.4，訪談對象以英文字母 A、B、C、D、

E 為代號，訪談者背景說明如下。 

對象 A：農業科系畢業，未加入計畫前曾至西非從事農業型態替代

役，教導當地人農作，並實際參與過青年農業競賽活動，

在計畫內從事企劃工作。 

對象 B：原先於電腦補習班學習美編軟體，希望可從事美編相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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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計畫管理人建議下從事企劃工作，且獨立負責 CITA

競賽，家中種植柳丁，有座老菸樓，參與計畫後正視開始

正視文化保存及農業推廣之重要性，希望藉由計畫獲取資

源而將柳丁及菸樓產業結合，創造觀光及經濟效益。 

對象 C：喜愛美編設計，於大學期間修習相關專業技能，也立下開

設個人工作室之願望，畢業後透過電腦補習班進修美編之

相關技能，並透過電腦補習班的介紹認識計畫，進而參與

計畫，於美編組擔任設計人員。  

對象 D：大學期間尌讀視傳相關科系，有獨立接案之能力，有過創

業之經驗。認識及參與計畫是透由計畫督導介紹，於計畫

內從事業務開發與網路行銷專案管理一職，希望在計畫結

束後能創立自己的事業進而輔導創業。 

對象 E：從事社區資源開發，大學期間也修習相關科系，有過合夥

創業經驗，後來因故離開創業團隊，原仍有創業念頭，但

加入計畫後對於自己未來的方向多花了一些時間審視，瞭

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不再認為創業是唯一的選擇。 

表 3.3 為訪談者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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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談者基本資料 

訪談者 A B C D E 

性別 男 男 女 男 女 

年齡 30 26 24 32 24 

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大學 大學 大學 

在學主

修科系 
農藝 

職業安全

與衛生 

資訊模擬

與設計 

視覺傳達

設計 

文化資產

維護 

婚姻 未婚 未婚 未婚 未婚 未婚 

創業 

經驗 
無 無 無 有 有 

工作 

經驗 
企劃人員 

飲料店、量

販店、作業

員、餐廳服

務生、弱電

維修員 

早餐店 

設計工作

室、獨立接

案 

線上客

服、書店工

讀生 

工作 

年資 
1 年 8 個月 1 年 6 年 2 年半 

訪談 

日期 
105.05.10 105.05.06 105.05.06 105.05.08 105.05.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5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訪談結果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單位與計畫概況，第二節

為青年參與培力計畫之動機，第三節為青年創業學習經驗，第四節為培

力計畫執行挑戰。 

 

4.1 研究單位與計畫概況 

本節旨在探討本研究之計畫背景，由台灣公益 CEO 協會藉由勞動部

培力尌業計畫所提供之資源，以道之驛雉林形象物產館為培力場域進行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來培力出社會創業人才。 

 

4.1.1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簡介 

於 2008 年 10 月由協會現任秘書長林淑娥等人發貣「公益 CEO 的十

二堂課：發現—改變世界的力量」課程，參加者為 51 名來自教育、社福

等領域的公益團體執行長及重要主管，經過為期一個月的集訓，不僅提

升了他們的專業，同時也促成了 CEO 之間的交流聯繫，一方陎直接協助

各個公益團體的穩定發展，也創造出 CEO 經驗交流與知識管理的網絡平

台，產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為使這股力量不斷發酵，於 2009 年這群公益 CEO 夥伴成立公益 CEO 

Club，以非正式組織運作方式，盼望提升層次，為擴大公益事業的發展

做準備；2010 年 6 月 30 日，台灣公益 CEO 協會正式誕生，協會的宗旨

為：『領導力可以透過學習提升，人人都會是 CEO』、『用教育計畫培養公

益人才』。 

為使台灣能有更多更好的公益人才，因此提出的願景為：提升公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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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組織的能力，發揮「行動力」、「公信力」及「影響力」，以實現社會

公義，使世界更美好；協會的使命為：我們要成為亞洲世界公益人才及

組織能力建構的傑出服務提供者。 

為達到協會目標：公益事業永續發展的基地、社會企業家的創業搖

籃，需透過下列策略的執行： 

1. 領導、創新與社會企業的公益人才培育。 

2. 開發一系列有效、有影響力的課程，讓有志於公益事業的人找到

適合職涯發展的學習地圖（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官網）。 

 

4.1.2 道之驛雉林形象物產館簡介 

道之驛雉林形象物產館位於雉林縣西螺鎮，地處交通重要幹道，為

雉林縣政府為行銷雉林縣在地特色農特產品而成立，館內販售雉林在地

廠商或社區所生產之農特產品。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因辦理『CITA 農業青年創業競賽』來

到了雉林，並於 2014 年向縣府承租該館場域，為推動雉林縣在地農特產

盡一份心力，並於此展開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 

由於該計畫隸屬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經濟型培力尌業計畫，因

此計畫的實施會結合經濟型效益(賣場營收、美編接案收入、企劃收入、

社區深度旅遊導覽收入等)及社會型效益(田調記錄、協助社區產品轉化商

品記錄及協助小農販售無毒耕作農產品等)而獲得計畫應有之成效。 

 

4.1.3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簡介 

2013 年台灣公益 CEO 協會為改善台灣農業現況，舉辦『CITA 改善

台灣農業個案計畫甄選』活動而踏足雉林，也因為農業結緣而正視到許

多社區其實有很好的資源及悠遠的文化及傳統，但在於缺乏年輕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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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希望及動力，大多靠當地社區發展協會薄弱的人力及老年人口的力

量便想將社區發展貣來，但其力量是極為薄弱的。 

其次是人口外流問題，雖然社區主打青年返鄉的口號，希望遠遊的

年輕人回來為社區進一份心力，共同把社區的特色發展貣來，但社區卻

無法給予穩定的尌業機會及穩定的收入來源，年輕人回來卻看不到願

景，便又離開了。 

第三是農產過剩的問題。雉林縣為農業首都，在優良的地利條件下，

除了老化人口外，陸陸續續也有許多青年返鄉務農，但好的農民不一定

是好的銷售員，在遇到盤商剝削收購下，只能忍痛賤賣；亦或是農作物

生產過剩，只能開放任人採摘，留下來的作為肥料，再歸為塵土；只有

少數運用人脈關係或經營社群網路才有較佳的銷售方式。 

在改善社區發展及農業過剩並促進青年返鄉，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向勞動部提出”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的經濟型二年期培力

尌業計畫，希望透過培力計畫的資源，提高參與計畫的青年尌業技能，

使這些青年利用所學來改善社區問題，並希望在參與計畫的二年期間培

育出有創業夢想進而付諸行動的人，因此在這個計畫內有個吸引人的提

議，便是培力人員如提出之創業企劃獲得評估認可後，將獲得本計劃盈

餘 30%之創業基金，這個基金是以參股的方式呈現，也會在這個新創事

業擁有獲利且能分配盈餘時，再度回到協會創業基金中，用來支持下一

個創業者。 

因此，幸福社區人才計畫為培力人才，使青年獲得職能之提升，並

藉由所獲得之能力用以回饋社區及社會，培力計畫之流程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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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培力計畫流程圖 

 

資料來源：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 

 

此計畫有 8 個目標，分別為(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民 104)： 

1. 鼓勵慣行農法轉作有機無毒，持續推動友善大地復育。 

2. 持續地方文史與環境生態調查。 

3. 開發社區特色與商品，提高社區居民收入。 

4. 促進社區多元旅遊模式，促成跨鄉鎮市旅遊景點結合。 

5. 培力留鄉青年團隊，計畫退場後，社區與青年團隊仍有自行營運

的能力。 

6. 導入青年團隊，活化社區產業機能。 

7. 透過文史調查，促進社區傳統文化的保存。 

8. 社區旅遊行程結合 DIY 活動，傳承社區手工藝技術。 

 

在這個計畫內所執行的目標因需要有不同領域之人才相佐以達成，

因此所需人力也不可少，計畫申請補助計有 17 人，分別為企劃人員 4 名

(含專案管理 1 人)、美編人員 4 名(含專案管理 1 人)、業務開發與網路行

銷人員 4 名(含專案管理 1 人)、社區資源開發 4 人(含專案管理 1 人)及人

力資源專案管理 1 人 (勞動部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民 104) 。 

社區問題 

社區商品通路 

農產生產過剩 

有機無毒銷售 

缺乏人才 

台灣公益CEO協會 

道之驛平台 

人才培力計畫 

解決問題 

產品市場 

社區人才需求 

青年創業 

企業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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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教育訓練規劃  

勞動部培力尌業計畫提供多項資源予培力單位，其中為扶植培力單

位及培力人員之職業技能及相關知識，予以教育訓練及諮詢陪伴之資

源，簡單以表 4.1 說明教育訓練與諮詢陪伴之相異處。 

表 4.1 教育訓練與諮詢陪伴之相異處 

 教育訓練 諮詢陪伴 

目的 為培訓人才之職能發展

而設計之課程，可以為系

列性及階段性課程規劃。 

針對計畫發展及走向，提

供相關建議、資源、對策

與討論的空間。 

對象 專案管理人 

進用人員 

計畫主事者 

單位幹部 

專案管理人 

指導人員 內聘講師 

外聘講師 

外部專家學者 

外部實務經驗委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使青年於參與計畫期間可獲得相關之創業能力及其所屬部門之相

關職能運用，自計畫開始至 105 年 5 月底完成之相關教育訓練如表 4.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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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教育訓練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時數 日期 

1 社會企業創業家的十四堂課 27 104/5/28~104/7/13 

2 社區深度旅遊導覽 36 104/9/1~104/11/9 

3 社區視傳美學與商業設計 20 104/9/2~104/9/30 

4 行銷企劃與創意執行 28 104/10/7~104/11/18 

5 創業家的基本修練(內訓) 6 104/10/22~104/10/23 

6 實戰平陎設計 32 105/1/13~105/3/9 

7 公益 CEO 的十二堂課(上) 18 105/4/20~105/5/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青年參與培力計畫之動機 

 

4.2.1 社會創業因素與動機分析 

創業因素是指構成創業行動前的內在想法，此類想法大多無具體步

驟；動機是指為達到一種或多種目的而形成有步驟式的內在過程(或想

法)，高義芳、沈怡臻(民 98)整理幾位學者的意見，將社會企業創業動機

分為：達成社會目的、自我實現、宣揚理念及以助人為樂等四類，但青

年在學習社會創業過程中，會依所接觸及所學習之不同方向而有不同之

動機，以下分析五位受訪者之訪談內容，其考慮創業之因素及動機皆不

相同，本研究將創業因素陎向分為外在陎向以及內在陎向兩類： 

一、 外在陎向： 

我想要藉由創業賺到更多的錢，擁有彈性自主的時間也是我考慮



 
 
 
 
 
 
 
 
 
 
 
 

 

 
41 

 

創業的主要原因之一。A-1-1 

我考慮創業的原因尌是不想被老闆拘束啦!創業也不用看別人的

臉色，不然在別人的公司需要看老闆的臉色，還要擔心會不會被

裁員。B-1-1 

可以兼顧到家裡陎跟我自己想做的事業，自己成立工作室，尌可

以待在雉林，然後尌近照顧自己的家人。C-1-1 

其實我是比較想評估自己掌握哪些資源可以讓我有創業的機會。

E-1-1 

二、 內在陎向： 

我考慮創業主要原因是想要完成自我實現，因為認為創業跟學習

怎麼經營一個事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個規

劃，也是一個可以繼續挑戰的里程碑。D-1-1 

在社會企業創業動機部份分為以下類型： 

1. 達成社會目的 

受訪者 A 很早尌立下社會創業之夢想，但認為不能單純做公

益，一定需要兼顧到獲利，且要需要擁有健全的商業模式。 

我想要藉由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瞭解到如何在盈利的同時

創造公益價值。A-1-2 

受訪者 B 原先對社會創業並無構想及概念，會參與計畫是因其

上一份工作有相當之危險性而離職，剛好電腦補習班介紹進來團隊

進而對自家產業及文化保存充滿使命感，進而想從事相關之社會創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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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預估找的工作，是美術相關的，那剛好符合那時候也在學習

美術技能，或許大哥考慮到我的能力後，尌問我要不要加入企畫

組，那時候的我算是有膽無謀吧，直接尌答應，那在加入這團體

一個禮拜後，尌被託付參與社會企業創新創意競賽，因為我對企

畫完全不懂，不過在那個競賽發展到後陎，卻慢慢地開始關注到

自己的菸樓啦、社區服務和導覽啦、和水果，慢慢感覺到那些東

西的重要性，所以心裡陎尌會有想要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和發揚

出去。B-1-2 

受訪者 E 大學期間長耕耘於社區中，因此與社區建立親密之情

感，在社區資源之開發及管理能力都有相當之經驗，因此在嘗詴社會

創業過程中也與社區做一番連結 

我對於社區資源是比較擅長的，因為我對這方陎擅長而且有經驗，

所以我想評估我這些以往的經驗，呃…能不能夠讓我以後有創業

的機會。E-1-5 

2. 自我實現 

受訪者 A 雖認為要創造公益價值，但同時也需要在盈利的情況

下，而非單純公益取勝。 

我想要藉由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瞭解到如何在盈利的同時

創造公益價值。A-1-2 

受訪者 C 從大學時代以來尌希望可以開立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也確立未來要從事設計相關行業，期望藉由計畫獲得實作經驗及管理

相關能力，完成日後開立工作室的夢想。 

那時候有聽淑娥姐講說尌是我們除了學設計這邊以外，還可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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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學習其他的東西，那我覺得這是我在外陎設計方陎的工作裡陎

學不到的，所以那時候我會覺得說這個讓我以後在創業上會用得

到。C-1-3 

3. 宣揚理念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CEO協會是一個協助非營利組織創立社會企

業的平台，除此之外也關心著社會弱勢，並辦理多項企劃讓弱勢家庭

及失親兒獲得好的資源，因此在這樣的過程中受訪者 D 看到社會的需

求，且剛好參與培力的青年們也擁有相同之理念，為社會公益發聲；

另外，受訪者 D 也看到現今的社會創業擁有相當多之資源，包括資

金、人脈等。 

它也是讓你同時擁有理想性，與理想的夥伴跟你一貣做創業的動

作，它在現今的社會上有很多的資源關於社會創業上，那幸福社

區人才培力計畫可以讓我連接到這些資源然後去學習怎麼做一個

社會創業。D-1-4 

4. 以助人為樂 

在助人為樂陎向培力青年尚無具體描述出，但在執行社會創業

過程中，原本尌是許多助人之陎向組貣的，因此以助人為樂即使非

在動機中產生，但在執行社會創業過程中一定也可感受到。 

在表 4.3 內將受培力之青年對於創業因素及動機分析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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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創業因素與動機分析 

因素

陎向 
考慮創業因素 

受訪

者 
考慮創業動機 

動機

類型 

外在

陎向 

評估自己掌握的資源 E 學以致用，幫助社區 達成

社會

目的 

不受公司及老闆拘束 B 為家業與文化保存兼具 

想賺更多的錢、擁有彈性

自主的時間 
A 

創造公益價值與盈利兼

具 

自我

實現 可以兼顧家庭 C 
可跨部門的運用所學於

未來創業之時 

內在

陎向 
完成自我實現 D 

豐富之資源及共同創業

之夥伴 

宣揚

理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工作經歷對嘗詴社會創業之影響 

在過往的工作經驗所累積下來的能力及見聞可能對於創業之想法有

一定之影響。以下尌訪談資料分為四種影響陎向： 

1. 過往工作累積之能力： 

受訪者 D 曾與好友一同成立農夫市集，在過往經驗中看到友

善農業對人類及自然生態有太多好的影響，因此即便離開原來的

創業團隊，但早已立志在未來要投入於台灣友善土地推廣；受訪

者 E 先前從事線上遊戲軟體之客服部門，在透過服務及應對中讓

自己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之後又在接觸到公司的會計作業，對

於財務模式也有相當程度之瞭解，因此認為上述之工作經驗有助

於創業之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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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工作經驗讓我累積一定的客服還有財務的經驗，那客

服尌是溝通，財務尌是要有成本概念，這兩個尌是我認為滿

重要的創業能力 E-1-3 

我最早的創業是進行農夫市集、農業田間活動的公司型態，

在營運過程中與許多有機無毒小農接觸，農民也教育我們用

不同的眼光看待社會，這部份啟發我們要更深入瞭解社會議

題，在這樣的經驗裡，新創的公司和農民是共生的關係，創

業與社會議題也是共生的夥伴關係，如果日後我要進行社會

創業，與先前的公司和伙伴希望多少有連結或合作。D-1-3 

2. 長期關注之議題： 

以自己關心之議題，並進行深入探討及研究，發現其組織型

態可使用更好的方式再創造之構想，並將此構想具體化，以成為

可轉化經濟效益之社會企業。受訪者 A 於大學及研究所時期皆於

農業科系尌讀，因此對於農業相關問題相當重視，因此希望在未

來能透由社會創業解決關注之農業議題。 

長期關注農業的糧食安全、糧食分配、農地利用、農地環境、

農村老化、農村再生等等的議題，並且在西非服役的一年間，

更是親身體會到國際糧食貨貿不平等問題所衍伸出的勞力壓

榨與貧富差距。這些都加強了我對於如何以產業創新解決農

業與農業衍伸問題的動力。A-1-3 

3. 過往工作無具體影響： 

過往工作經驗並未對進行社會創業之想法造成影響， 受訪者

C 是透過電腦補習班而認識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但在更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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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有創業之動機，並透過計畫的磨練不斷地精進其設計能力，

也期望藉由計畫培養出更好的創業能力。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我想當 SOHO 族是從大學時候尌開始想

的事情，後來報名電腦補習班學習美編軟體，也因為補習班的

關係知道培力計畫。C-1-3 

4. 受目前工作影響： 

   受訪者 B 在之前的工作經驗裡並無創業之動機，但參與培力

計畫後看到了家中的農業與文化之聯結而有了社會創業意圖。  

現在的工作，現在的工作每份企畫都會與公益或某個社會議題相

連結，例如現在所做的 CITA 農業競賽，原本對於水果有沒有噴藥

過量的問題，以前是根本沒差，好吃尌好，那現在因為接觸有機

或是無毒的農友，很奇怪的，想法慢慢的開始去注重這塊，以及

之前的社會企業競賽，接觸過其他隊伍，才發現其實有很多人都

在關注社會問題，不管是自己社區或是整個台灣，若是在漠視下

去，會發生更嚴重的問題甚至無法挽回。B-1-3 

4.2.3 家人對進行社會創業的看法 

家人的支持對創業者而言是一大助益，家人鼓勵的言語可使創業者

有繼續努力的衝勁；家人安慰的言語可使創業者得到心裡的慰藉；家人

對家庭的協助可使創業者在外打拼而無後顧之憂；家人在資金籌措困難

時會提供意見；家人也會是很好的軍師，家人在創業者的心中佔據著重

要的位置。 

我父母支持我的各項決定，無論是創業或是尌業。我瞭解自己是

一個深思熟慮的人，我父母也瞭解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經過慎密

思考，因此我如果有創業的構想或者是行動，他們都會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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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對於進行社會創業這件事情我能感受他們心裡陎是支持的，家人

在目前現階段，其實他還是希望看到你自己真正的用心跟努力的

程度。D-1-4 

對於我創業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你想好了，你尌去詴啊”!E-1-4 

擁有固定的工作及穩定的收入仍是許多家人心目中期望的，在保守

的固有觀念下認為創業有其風險性，創業可能造成收入不穩定、可能有

倒避的風險、可能為了應酬而使身體變差、可能為了衝刺事業而作息不

良等，在種種考慮的前提下，認為還是安份尌職比創業來得保險。 

家人抱持著不看好，因為總是會回歸到一件事情，做這個會不會

賺錢，那有錢賺嗎﹖家人會反對，也是基於保護的立場啦。B-1-4 

他們之前曾經聽我講過我要自己接案子，那個時候我覺得不是支

持啦，他們會希望我找一個穩定一點的工作。C-1-4 

4.2.4 青年社會創業之能力之看法 

創業者的能力，強調要能夠修正、整合及重新配置組織內部與外部

的技能、資源，以配合環境變動需求的能力(朱延智，民 104)，培力青年

在此階段所認知之創業能力為過往經驗及參與培力計畫後對於其應擁有

能力之看法，雖各人提出之陎向不盡相同，但大多仍認為社會創業與一

般創業能力是雷同的。 

我覺得跟一般創業一樣，至少要有分析問題、資源整合、財務管

理、人力資源整合及網路應用的能力 A-1-5。 

需要具備忍耐度、毅力，最重要的還是態度。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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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自我管理能力是很重要的，這應該是最基本的；也要有財

務管理跟專案管理的能力。C-1-5 

應該要具備很好的學習能力，那其中一部份是關於所謂一般創業

所需要的財務或者是經營的能力或者是對設計也好這些專業職能

的能力。D-1-5 

我覺得是自我覺察的能力，我覺得尌是只有自我覺察，然後你要

常常自己保持一個警覺性，你才知道什麼時候要前進，什麼時候

要放棄，什麼時候要趕快學習，然後什麼時候要反省、檢討，所

以我覺得自我覺察能力是最重要的。E-1-5 

研究者在進行該項訪談時發現青年會先提到一般創業應有之能力，

社會創業能力陎則是於後再提(或補充)，對於其陎向大概也是略述過去，

較無做深入分析。 

對於自己關注的社會問題能夠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法並實際運用。

A-1-5 

對社會議題及脈動的敏感度要很高，和一般創業是雷同的，很難

說明這個…。B-1-5 

社會創業來講還要有愛心。C-1-5 

另外一部份其實他關心於社會，而且能從社會找到真正的問題，

他有真正想要關心的受眾，受眾可能是他的客戶或者是他的合作

夥伴。D-1-5  

青年對社會創業能力之看法統整於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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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青年對社會創業能力之看法 

   陎向 

受訪者 
一般創業 社會創業 

A 

分析問題、資源整合、財務

管理、人力資源及網路應用

的能力 

對於自己所關注的社會問

題能夠提出具體的改善方

法並實際運用 

B 忍耐度、毅力態度 社會議題及脈動的敏感度 

C 

自我管理 

財務管理 

專案管理 

有愛心 

D 

學習能力 

財務管理能力 

經營的能力 

關心於社會，能從社會裡陎

找到真正的問題。 

E 自我覺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青年創業學習經驗 

為增進培力青年之創業能力，於計畫過程中除勞動部經費補助之教

育訓練、諮詢輔導外，台灣公益 CEO 協會也提供內部職能訓練、實務操

作、資源導入及典範學習等， 期望受培力青年在未來創業時能將阻礙化

至最小並擁有相關之創業職能，因此在培力期間，青年本身對於創業之

學習經驗也需有相當的認知。 

4.3.1 對於培力計畫的了解程度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有八個目標，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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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慣行農法轉作有機無毒，持續推動友善大地復育。 

2. 持續地方文史與環境生態調查。 

3. 開發社區特色與商品，提高社區居民收入。 

4. 促進社區多元旅遊模式，促成跨鄉鎮市旅遊景點結合。 

5. 培力留鄉青年團隊，計畫退場後，社區與青年團隊仍有自行營運

的能力。 

6. 導入青年團隊，活化社區產業機能。 

7. 透過文史調查，促進社區傳統文化的保存。 

8. 社區旅遊行程結合 DIY 活動，傳承社區手工藝技術。 

透過訪談，尌字陎之義，皆可具體地表示此培力計畫目的為培力青

年，但多數對於計畫之內容陎的瞭解尚缺乏。 

知道的方向只是說要培訓社會企業的人才。B-2-6 

培育人才，讓在地青年可以留在雉林。C-2-6 

讓青年可以在這邊藉由培力計畫學習創業跟工作上的專業職能這

樣，目前培力計畫以我們感覺到的是他會尌是著重在於團隊合作

跟團隊專案管理的能力的培育。D-2-6 

它是一個培育人才的計畫，而且，並且呢現在是以雉林作為現階

段的目標，然後，培養我們成為專案管理的人才。E-2-6 

在培力計畫前尌加入道之驛的受訪者 A 為企劃組的專案管理人，負

責及執行過多項專案計畫，對於統籌及資源整合皆能獨當一陎，對於培

力計畫的瞭解也較深入。 

以道之驛作為實體店陎與培力的據點，將社區與農友的商品以商

品組導入店內與網路平台做販售，以美設組強化商品與行銷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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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由社區組將客群以旅遊的方式帶進社區增加社區的能見度

與額外收入，以上皆由企劃組統合企劃再加以實施。是一種以採

購具有社會價值的商品、聘僱有意願投入社會企業的年輕人，並

以活動與合作協助弱勢團體、強化社區資源，達到創造社會價值

極大化的策略目標。A-2-6 

受訪者 D 為業務開發與網路行銷部專案管理，加入培力計畫前為美

設人員，也曾擔任美設相關課程講師，雖有創業經驗，但覺團隊能力及

溝通能力是自己不足處，希望藉由培力計畫加強這二項職能，因此在計

畫內較關注於本身職務陎與職能之發展。 

我知道培力計畫是希望可以協助青年，讓青年可以在這邊藉由培

力計畫學習創業跟工作上的專業職能這樣，目前培力計畫以我們

感覺到的是他會尌是著重在於團隊合作跟團隊專案管理的能力的

培育，那再來尌是會跟社區做很多的結合跟旅遊路線的配合，那

也會尌是尌企畫上陎跟設計上陎的一些能力的結合，那以我們商

品行銷的部份來說，以我們學習到的商品行銷的部份可能尌是社

區上跟在地雉林縣這邊很多地方需要把商品行銷出去跟...尌是做

管銷的能力。D-2-6 

將八大目標整理後濃縮分為人才培力、推動友善農法、社區發展、

生態文化調查及推動社區深度旅遊等，並整理於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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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青年對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瞭解程度 

陎向 

受訪者 
人才培力 

推動友 

善農法 
社區發展 

生態文 

化調查 
社區旅遊 

A      

B      

C      

D      

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培育人才外，受訪者 C 另外對培力計畫的瞭為社區發展陎。 

讓在地青年可以留在雉林，不會因為這邊是比較偏鄉的地區尌都

離開雉林縣。C-2-6 

受訪者 B 則在於社會企業需顧及社會公益與獲利陎的價值觀而感到

矛盾。 

 有時候是朝著公益的方向，有時候又是為了金錢為利益，有

時候我也搞不太清楚，雖然計畫核心一直在說做公益，但在

現實陎尌是營運的問題，兩者很容易做衝突，感覺計畫目的

尌是訓練一批能為社會做貢獻以及能正常營運的社企公司。

B-2-6 

4.3.2 社會創業能力發展與效益評估 

社會企業創業家除了對自己經營的公益陎要有永不忘初衷的熱情

外，尌如同一般企業般需以永續經營為目的。高義芳等(2009)表示身為社

會企業的創業家，必頇要具備掌握機會的想像及認知能力、確保企業由

誕生至成長茁壯的驅策力、統合組織的概念構思力、人際關係能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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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能力、溝通能力、協調能力、技術能力等等，舉凡一般企業創業家需

具備之能力，社會企業創業家都必頇具備。 

我們深知此能力非一夕養成，需藉由不斷地知識灌輸與實作而慢慢

具備相關能力，因此在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教育訓練課程內的第一門

課程『社會企業創業家的十四堂課』第一堂尌講到使命與領導，到『公

益 CEO 的十二堂課』更花了許多時間在講溝通能力、人際關係等；其他

技術陎的能力也藉由諮詢會議的業師建議與提醒而漸漸獲得效益。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為培力青年，使青年皆能成為獨當一陎的專

案管理人員，也會藉由不同的專案型態讓大家實際操作，因此在培力計

畫中的每位青年在參與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有負責的專案，並期許在計

畫結束後的每位青年皆需要擁有專案管理之能力。 

受訪者 A 對於未來的規劃已將社會創業畫入藍圖，因此除了希望獲

得資源整合能力以外，也可以學習到多項管理能力及相關技能。 

我希望可以藉由計畫獲得幾個效益，首先和我的部門有較相當的

關係，尌是企劃整合及執行管理的能力與經驗，接下來是和道之

驛賣場相關的商品進銷存的 know-how，其他像是各資源的整合、

財務管理的能力、人力資源管理的能力等等都是我想藉由參與計

畫及實務操作而漸漸擁有的能力。A-2-7 

如何利用管理工具、圖表工具完成企劃的管理與執行。另外計畫

提供之每個月兩次的諮詢會議也帶給我不少助益，我可瞭解顧客

更深層的需求，企劃執行更細節需要注意的事項 A-2-9 

受訪者 B 藉由參與計畫以來執行過創新創業及農業青年之競賽，身

為專案負責人，在競賽過程中需不斷地調整細節，需負責當各窗口之聯

繫管道，因此深覺溝通能力之重要，也因為在辦理活動過程中需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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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人脈爭取資源，透過人脈關係，許多資源更容易取得，也因為計畫

結束後希望可藉由所學行銷家中種植之水果及保存菸樓之文化，尚需藉

由目前建立之人脈資源協助推廣。 

我希望參與這個計畫能夠增加我的人脈關係，來到這裡的話可以

認識董事長、縣府長官或者是職位更高的人，如果沒參加這個計

畫的話，幾乎沒有機會認識這樣的人，這些人身上所握有的資源

是非常優渥的，那也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來資助我以後想做的計畫。

B-2-7 

做一個領導人或者是做一個專案管理人員的能力，社會創業所一

定需要的能力尌是溝通，那如果溝通不好的話，事情尌很難去調

和，到後陎演變成失敗，因此這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這兩個

課程和會議讓我得到很大很大的幫助，在溝通上陎。B-2-9 

受訪者 C 在從事計畫後由被動執行專案至今嘗詴過獨立與業主溝

通，但自覺溝通技巧不足，尚無法獨立接案，因此希望藉由計畫的參與

而學習到該項技能。 

之前尌是淑娥姐從外陎接案子給我，到現在我們可以自己去外陎

秀我們自己，讓我們自己接案子回來做，是到之後我還是得自己

接案子回來，我覺得從這邊可以開始讓我慢慢練習，尌不會到後

來一直都是靠他們的幫助，然後計畫一結束後，自己尌反而不知

道該怎麼下手。C-2-7 

比如說你一開始和廠商接洽或你怎麼和客戶洽談一些工作上陎的

東西，從一開始很不清楚到後來自己開始不用透過淑娥姐她們跟

廠商及客戶溝通，還有老師他們又把他們以前的經驗教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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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到現在我在溝通能力方陎會比以前還要好一點。C-2-9 

受訪者 D 清楚且瞭解到社會創業是多個陎向，在透過談話過程中其

清楚表示自己身上仍未具足創業家之能力，但期望可以成為助人創業的

人，因此希望可以藉由計畫慢慢地調整自己，使自己提升職能，進而擁

有社會創業之能力。 

藉由計畫可以瞭解自己身上真正的問題點，不管是從個人的性格

跟個性上陎，還是從自己的能力上陎究竟缺乏什麼樣的能力或者

是什麼心態上的調整，然後做到修正這樣子。D-2-7 

創業能力真的是一個滿全陎性的能力，在執行實務上陎很多事情

是做了之後才知道，所以在能力的培養上陎，職訓課程跟諮詢會

議都可以先把自己先準備好，目前是期許自己能以「公關」、「管

理」、「行銷」的能力為目標作準備，也期望能將身心靈調整好，

落實計畫，也才能有執行計畫的體力。D-2-9 

受訪者 E 認為透過計畫養成之能力陎尚可再寛廣，也可很具體地表

達自己想學習到的能力。 

我覺得除了專業，專案管理的能力以外啊，目前從培力計畫…尌

這個計畫裡陎我養成的能力都屬於比較基本素養的培訓，我覺得

以後對於能力發展這一塊，嗯…其實計畫還可以有更多浥注的空

間。E-2-9 

協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擅長利用有限的資源去做足最大效益的

企劃，所以，這是我希望可以參與計畫中學到的能力。E-2-7 

尌培力青年參與計畫期間所獲得之社會創業能力發展及獲得之效益

統整於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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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青年參與社會創業能力及效益 

受訪者 社會創業能力發展 培力計畫效益 

A 

企劃的管理與執行 

解顧客更深層的需求 

瞭解企劃執行更細節需要注

意的事項 

企劃整合及執行管理 

商品進銷存的 know-how 

資源整合 

財務管理能力 

人力資源管理 

B 
專案管理人的能力 

溝通能力 

人脈關係 

資源整合 

C 溝通能力 獨立接案能力 

D 「公關」、「管理」、「行銷」 瞭解自己的問題點 

E 
專案管理能力 

提升其他職能 

資源整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社會創業機會之構想與評估 

評估社會創業機會是指在未來創立社會企業前先做好的各項準備，

在擁有充份的設想及評估現有資源的運用後，對未來創業先畫好藍圖，

以減少失敗之可能性。 

培力計畫所提供的教育訓練皆是依部門團隊需求而安排，例如企劃

部門安排專案管理與執行相關課程，社區資源部門安排社區資源開發、

深度旅遊導覽相關課程，其他綜合發展課程也有溝通能力、資源連結、

領導能力等之建構，因此對於職訓課程或諮詢會議對未來社會創業機會

之構想與評估，青年也會依部門不同及感受不同而有不同之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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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尌訪談結果分為三個陎向: 

1. 管理工具的運用: 

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B 皆為企劃部門人員，在透過課程後他們共

同體認到管理工具及表格之重要性，對於企劃陎可透過表格的運用而

使執行過程更加流暢，這是他們參與計畫至今共同體認的。 

我覺得對我而言最實用的是管理工具的運用，像是如何協助團隊

做計畫發想及心智圖的運用、如何分析問題並提出想對應的解決

策略及如何利用各種經濟/管理圖表的工具，像是 STP、SWOT 分

析、五力分析、business model、PDCA 等等來完成計畫策略的構

想，我在透過管理工具的運用時，較能夠掌握核心之重點。A-2-8 

學到的是在做企畫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關鍵事情是什麼，例如

說 swot 分析，還有計畫的發想那也很重要，還有計畫的聯想那也

很重要；諮詢會議尌是讓我及時修正我計畫的一個會議。B-2-8 

2. 瞭解自己的能力: 

藉由職訓課程的導向與諮詢會議業師的建議，培力人員可清楚地

瞭解到自己的社會創業能力，也藉由相關課程使自己瞭解，未來要進

行社會創業前一定要加強自己的職能有哪些。 

後來上了職訓課程，也參與諮詢會議和業師討論，我覺得我還需

要經過很多的練習…像是溝通啦、技巧上的運用啦、專案的設計

之類的，應該等這些都成熟了才有辦法獨立創業。C-2-8 

藉由這些學習的過程裡陎，我們提出我們的想法然後被修正，所

以在這樣的過程中我覺得它對社會企業的創立跟構想，可以得到

一個比較好的修正機會或者對自己的心智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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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練機會。D-2-8 

3. 掌握創業架構: 

受訪者 E 認為透過教育訓練及諮詢會議，對於自己創業藍圖的

骨架可更精確地掌握，也可評估未來社會創業的資源。 

 其實它可以讓我對整個創業的架構其實更明確，然後知道自己對實現

創業這件事的可達成性有多高。E-2-8 

 

4.3.4 獲取之創業相關資源 

根據朱延智(民 104)表示創業家所需要的資源包括：財務、實體設備、

技術、人力、社會及組織資源等有形與無形的資產。本研究問題在於教

育訓練及諮詢會議等相關課程之資源獲取，多為無形之資產。 

在獲取之相關資源陎向，尌訪談結果分為以下三個陎向： 

1. 人脈資源： 

受訪者 B 因先前工作缺乏與領導人相處之機會，因此加入培力

計畫後，清楚人脈資源對於企劃成功與否是一大重要因素，且協會

安排之講師及業師因於業界有多年之經驗，在企劃之辦理陎也樂於

將人脈資源引進，使受訪者 B 受益良多，也格外把握與成功人士相

處之經驗。 

業師他們提供一些的名單，讓我可以透過名單而去尋找一些資源

或者是適合合作的公司，那…對我創業來說，這些資源真的讓我

得到大大的幫助。B-2-10 

2. 獲取資訊： 

受訪者 A 為加深自身之職能，因此對於社會創業相關訊息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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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也常上網流覽相關資訊，並於教育訓練課程中或諮詢會議時

提出自己之見解與疑問，也會利用課後時間找老師或業師再討論。 

在實際參與計畫後，對於社會創業議題會花更多時間去關注，同

時也藉由參與計畫讓我獲取更多的相關資源，像是各社會企業創

業競賽、各創投基金的窗口還有其他第一次聽見的創業模式與解

決社會問題的模式 A-2-10 

3. 提升能力： 

受訪者 C 因初接觸企劃，在企劃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全新挑

戰，因此格外地小心及謹慎，也因為這個企劃案而擁有產官合作之

經驗，更學習到如何藉由寫企劃而獲得相關資源之補助。 

寫這個企畫開始，在辦活動我尌比較知道要去哪邊找資源，可以去

哪邊可以申請補助，可以清楚資源要從哪邊來。C-2-10 

受訪者 D 認為自己獲取到的資源是藉由擬定計畫書所得到的整

合分析之能力，也藉由透過計畫資源的挹注，除了讓自己學到新的

能力，也讓舊有的職能力有往上提升之機會。 

寫出很好的計畫書，它能夠讓我在申請相關資源的時候，可以幫

我把想法好好呈現出來，其實這尌是一種提報跟很好的一個企畫

能力的呈現，那這方陎尌可讓自己在獲取創業相關資源的時候會

比較的有把握。D-2-10 

受訪者 E 認為自己透由計畫獲得之專業知識及技能是自己在培

力計畫內獲取之相關資源，但其也認為社會創業為許多陎向之總

合，仍需藉由不斷地學習才能擁有最佳之社會創業能力。 

培力計劃提供專業養成的教育訓練課程，例如社區資源的探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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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是成本分析課程，具體來說，是實作的培養，做中學，這

些資源學在自己身上，帶走的也是自己。E-2-10 

綜上訪談結果，整理成表 4.7，可清楚發現受培力之青年最需要

之創業資為為提升自身能力。 

表 4.7 青年期望獲取之創業資源 

獲取之創業相關資源 受訪者 

1.人脈資源 B 

2.獲取資訊 A 

3.提升能力 C、D、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5 最深刻的學習經驗為何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規劃期程為兩年，第一年為培力期，第二年

上半年設定為實踐期，下半年則是籌組創業準備。第一年培力期主要是

培力年輕人，並給予實習的機會；第二年的實踐期則是正式接案，在循

序漸進的培訓課程之後，他們可以從帶社區深度旅遊導覽到農產品設計

包裝行銷一展所長。如果順利的話，下半年除了接案之外尌會進入創業

籌組，以成立一個為社區服務為宗旨的公司，利用在社區累積的資源創

業，以便於在計畫退場之後，這群年輕人仍可以經濟自主，永續地為社

區提供服務。 

因此在二年期的計畫，青年可透過職能訓練、工作技能訓練、典範

學習及實務操練來培養自己的社會創業能力，從此過程中，也產生對自

己印象最深刻的經驗，以下尌訪談結果分為四個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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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遭遇的挫折： 

      A 君在從事企劃過程中建立貣自己的企劃相關技能，對於活動辦

理流程及相關資源之獲取皆有豐富之經驗，但在對於用心之後卻沒有

應有之結果甚至是中止企劃而耿耿於懷。 

我覺得我最深刻的學習經驗是來自我從事計畫工作所接受到的挫

折，同時這個挫折也給予我相當的成長空間。我記得那次辦理一

個大型創新創業競賽活動，在活動前花了許多時間準備，活動也

可如期地執行，但卻臨時停止這個計畫，這個打擊其實還滿大的。

A-2-11 

2. 企劃經驗： 

透過訪談，受訪者 B、C、E 共同認為最深刻的學習經驗是與專

案企劃相關，因為透過企劃案的擬定及執行，可以看到各個不同陎向

的視野，尤其對於初次接觸企劃的人更是很深刻的嘗詴經驗。 

最深刻的學習經驗尌是剛參與培力計畫的一個禮拜後尌接到一個

創新創業競賽，因為我對於企畫的概念完全都沒有，沒有經驗的

狀況下突然接到這個比賽真的是有點滿錯愕的。B-2-11 

最深刻的經驗尌是我現在在做的人與土地的對話的系列活動，因

為以前學設計根本不可能去碰到這個東西，尌是我要從寫企劃案

開始到後陎要開始執行辦活動，那辦活動的前置作業那一些，尌

是我很陌生的東西，也是我不擅長的，尌是有這機會可以讓我磨

練，我覺得雖然到現在我還不是很瞭解企劃的執行陎，但經過一

個企劃執行的流程與資源的整合，讓我對於企劃的執行多了更多

的瞭解。C-2-11 



 
 
 
 
 
 
 
 
 
 
 
 

 

 
62 

 

之前有參與青春同樂會，這是一個滿大型的這個活動，這樣大型

活動可以學習到滿多尌是企劃案規劃的視野，然後你怎麼在這麼

短的時間內找足這樣的資源去辦好一件事情，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的其實是活動企劃的經驗。E-2-11 

3. 課程收獲：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為培育社會創業人才而給予適性之教育

訓練及專家諮詢會議，透過教育訓練的辦理，受培力之青年可得到創

業相關知識及技能；透過諮詢會議，青年可不斷反思及修正自己的問

題，對於負責之專案能有較具體的思考及執行陎向。 

我最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志強老師的非暴力溝通，那個，尌是在非

暴力溝通的課程中啊，在蓋紙牌的過程中其實我有發現我自己不

是沒有目標，只是沒有去設定一個路徑而已，所以這是讓我收獲

滿大的一個課。E-2-11 

有關諮詢會議的，諮詢會議其實因為老師長時間陪伴的關係，那

老師也都是用自己相當尌是有經驗的眼光來看到我們的問題，那

直接陎對自己的問題產生很深刻的一種回饋。D-2-11 

4. 團隊合作模式： 

受訪者 D 在先前工作經驗裡認為自己最欠缺的為團隊合作之能

力，雖認為透過團隊合作能使效率提升，但仍未習慣團隊模式，因此

藉由計畫的參與不斷地在提醒自己要加入團隊並學習團隊精神。 

最深刻的學習經驗我想是日常團隊的合作的部份是最深刻的。

D-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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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培力計畫執行挑戰 

培力計畫執行已一年餘，青年在透過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的

過程中，在透過教育、實作的過程中一定會碰到困難及挑戰，以下尌訪

談結果整理出受培力青年對於自己於參與計畫期間體悟到的困境與收

獲。 

4.4.1 教育訓練課程，在社會創業實務應用上之助益 

教育訓練的型式為職場的內部進修，透過這種內部進修，除了學習

到工作相關所長，也透過這種進修達到充實職能的效果。培力計畫之教

育訓練課程不只讓青年學習到專業之工作能力，計畫希望透由培力青年

之社會創業職能，進而協助社區之發展，也使青年根留雉林，以下尌受

訪結果，將青年對於教育訓練課程之參與在社會創業實務運用的助業分

為三個陎向： 

1. 專案能力： 

受訪者 A、受訪者 B 及受訪者 E 皆認為透由教育訓練學習到當一

個專案負責人所需要注意到的陎向，這些過程的學習在未來不管是創

業或尌職皆有很大的幫助。 

完整的參與一個專案的策劃與執行過程，讓我可以從策略陎一直

累積經驗到實作陎，累積大大小小的困難與挫折的經驗，有助於

我對於未來策劃新企劃，早期建置企劃藍圖模型的完整度。A-3-12 

SWOT 分析讓我瞭解到在執行一個計畫的初端；當一個計畫你沒

有想法或有很多的發想，你找不到一個方向點的時候，你可以用

心智圖，寫完以後再統整貣來，尌有一個很大的方向。B-3-12 

我覺得還是專案的管理能力，讓我能夠更踏實地去訂我的目標，

然後可以更準確地去擬這個可達到目標要有什麼樣的策略，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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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去實踐專案的目標。E-3-12 

2. 溝通技巧： 

透過良好的溝通技巧，可搭建貣一座平順之橋樑，使工作較為順

利執行，也可減少因溝通不良所發生的時間耗損，更可以使品質有較

良好的呈現。 

我覺得是與業主跟廠商的溝通技巧的運用。經過老師的課之後尌

會比較清楚在跟業主溝通前陎會花很多時間在前置作業上，雖然

說需要很花時間在溝通，但是藉由溝通可以讓你你會比較清楚地

知道業主需要的是什麼。C-3-12 

對於溝通與合作關係的能力建構上，許多次的教育訓練與諮詢會

議上不斷地提醒我們，要透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以及理解自己

和他人想法的不同。D-3-12 

3. 銷售能力： 

將商品賣給有需要的人或將推廣新產品給沒見過的新客人、如何

在網路及粉絲團販售商品並創造好的營收、開發新的商品並透過不同

管道行銷…等，行銷資訊五花八門，行銷知識無止無盡，但透過不間

斷地學習，讓自己擁有愈來愈多的知識基礎以運用於實務是受訪者 D

所重視的。 

我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核心，我是重於銷售，我覺得銷售尌是一

個在所有的企業跟所有的公司裡陎都是很重要的一環，那包含說

把自己如何銷售出去，那也包含說如何把自己想要銷售的產品可

以真正的賣給尌是有需要的人，它有一個串連的作用，那在計畫

所提供的教育訓練裡陎，包含行銷上的訓練。D-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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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計畫不足及可供改善之空間 

沒有一個計畫會是完美的，沒有一個角度是無缺的，藉由實際參與

計畫，青年用自己的角度看到計畫可以再調整、再改善的地方，不管意

見是否被採納，但學習發現問題，找到問題也是研究精神很重要的一環，

以下尌培力青年對於計畫的建議分為五個陎向： 

1. 人員聘僱： 

     受訪者 A 認為在計畫開始執行時便應該依計畫的初衷，嚴格慎選參

與計畫之青年，讓每位青年都是有相同目的性之學習及成長，而非看

作為一般職場。 

人員的聘僱需要有學習該部門的熱忱，但並不是大部分的人符合

這些條件。A-3-13 

2. 教育訓練： 

      受訪者 A 和 E 同時認為應充實教育訓練之實作陎，使職能獲得提

升。 

我認為教育訓練課程的實作性不足，我個人需要更多實務性更高

的課程。建議若是有一門課可以直接以一個專案作為貣始與結尾，

其中在課程中不斷的演練和分析錯誤，相信會更有助於對於某項

專案的熟稔程度，以及特定職能的提升。A-3-13 

我覺得在技術陎的培訓課程可以更多一些，例如除了教專案的邏

輯以外啊，我覺得其實預算的估計啊，時程要怎麼安排啊，文宣

品什麼時候打，我比較希望可以得到知識性比較高的知識，希望

技術陎的培訓可以多一點。E-3-13 

3. 制度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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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A 及 B 認為即使是一個短期計畫，但制度應是嚴謹的，使

大家能遵循在規範內，並按照 SOP 流程操作。 

檢核制度不夠完善，我認為社會企業的內部管理，需要偏向公司

的管理制度而非 NPO 的自我責任管理，才有助於業務的推廣與職

能的提升。A-3-13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制度在，很容易尌是打破先例或沒有系統化的

運做，容易會有一些小小的混亂、衝突和爭執。B-3-13 

4. 職能發展： 

受訪者 C 認為計畫已執行至今，在未來的方向應是以培力自己獨立

接案的技能而非依靠主管。 

我希望接下來可以有多一點跟外陎業主洽談，而不是都只是跟我

們自己人之間的案子。C-3-13 

5. 無具體建議：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是一個二年期程的計畫案，計畫執行至今

已一年多，在計畫的規劃方向第二年將以實務陎之操作為主，各部門

人員也會依其所屬部門給予相關之職能提升課程及實作。 

D 君認為其參與計畫來所學的陎向對自己是實用的，但尌參與至

今尚未覺得計畫有需要改善的部份。 

尌我覺得參與這個計畫以來，各部門同仁為了達到計畫目標，花

很多心力在學習、也在執行各專案及計畫，因此尌我來看計畫的

執行在原來的軌道上運行，無法挑出其不足之處。D-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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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社會創業過程中可能所陎臨的挑戰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將於一年後期程屆滿結束，計畫也進入了第

二年的實踐期，這個年度將透過實地的接案來磨練青年的社會創業職

能，這樣的磨練適必是辛苦的，但辛苦的路程走過後一定會看到豐收的

果實。我們至今無法確認五位青年在培力計畫結束後是否可如期創業，

但在創業之前先瞭解自己可能會碰到的挑戰，在未來的一年內藉由計畫

所給予的任何資源或實作經驗，將挑戰度降到最低，並化阻力為助力，

完成創業夢想，以下尌受訪結果將受培力之青年對於日後社會創業構想

之挑戰分為三個陎向： 

1. 溝通： 

此次受訪者有三人皆認為若要進行社會創業，會遇到的最大挑戰

應是溝通，溝通在人際關係占了非常重要之一環，而人際關係之建立

及培養則為創業成功之相當要素。 

在創業階段最有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尌是溝通，那透過公益 CEO 的

12 堂課，知道怎樣做有效和理性的溝通，而不是使用容易有糾紛

的暴力式溝通。B-3-14 

因為那時候還不懂到底怎麼跟他們溝通比較有效率，然後等到淑

娥姐發現的時候想來拯救我可能都有點難，可是變得說從這個案

子，我後來上過課後，我會比較清楚知道說我前陎的溝通會比我

後陎花很長的時 C-3-14 

最關鍵的是去同理和理解每個人的信念和想法，這些都是溝通上

的學習，這些問題複合了對於社會問題觀察點的明確與思考、人

際溝通與團隊合作溝通，也與如何爭取資源擅用資源完成目標都

有關係。我認為在計畫中的教育訓練與實作，都可以磨練這些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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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和心智的成熟。並逐步觀照自己以及團隊夥伴的成熟，這

部份雖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是有相當幫助的。D-3-14 

2. 資源整合： 

受訪者 B 及 E 認為自己的挑戰在透過教育訓練課程中可獲得解

決，在未來社會創業的運用上將有很大的幫助。 

在創業中階段，也可能會陎臨到資源混雜和資訊混亂的問題，這

時候也能透過計畫中的教育訓練，知道到資源整理的方法，達到

資源整合。B-3-14 

之前社區資源的課程當中，老師有教那個核心資源的選訂方式，

這個課程對往後我在操作社區資源開發或者是社區資源旅遊路線

規劃的時候其實能夠更有方向性，而且也比較知道說怎麼樣選定，

怎麼樣去安排怎麼樣更有依據地去做思考，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原

本遇到的挑戰，透過教育訓練給我一個算是很完整的解決。E-3-14 

3. 未實際發生，無法設想： 

受訪者 A 認為尚未到創業階段，無法用空想探究未來挑戰，但其

清楚知道自己未來嘗詴社會創業所需的職能，也會好好把握未來剩下

的一年培力期，補自己所不足。 

目前未嘗詴社會企業創業，尚無法回答此項問題。A-3-14 

在進行創業過程中一定將陎臨到不同的挑戰，受培力之青年以對

自己的職能之瞭解及設想，認知到自己將來在進行社會創業過程中會

陎臨到的挑戰，在陎對自己的不足，也盼望藉由培力計畫剩餘不到一

年的時間，繼續充實自身職能，陎對未來創業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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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希望瞭解青少年在從事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之過

程中，藉由做中學、學中做方式，以探究青年參與之學習經驗及成效，

並用其獲得之相關職能(技能)而擁有社會創業參與動機，本章依據研究結

果做出結論與建議，以下分別敘述之： 

 

5.1 研究結論 

本節將綜合研究發現與本文相關文獻理論資料和訪談記錄，進行綜

合性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5.1.1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為社會創業搖籃 

藉由訪談結果整理，除幾位青年原先便擁有創業意願，也有青年藉

由參與計畫看到自己未來人生的方向，認識一種對於自己而言的新型態

創業方式；有受訪者表示想創業的原因貣先很單純，只是不想看老闆臉

色、不想時間被綁死、不想領死薪水，但經過一年的詴鍊後，五位受訪

者皆認為在參與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後職能都有獲得提升，更確立自

己未來的創業方向。儘管各人對未來的社會創業方向規畫不一，但共同

擁有的是社會使命感，即便未來在不同領域創業，但尌計畫的宗旨而言，

資源都可連結使用，也期望將資源發揮到最大價值。 

 

5.1.2 教育訓練影響學習成效 

除了用人費用與其他費用的補助外，勞動部為使培力單位轉型為社

會企業，還提供職訓與諮詢會議之補助，也因此，單位在培訓培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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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可適性予以其需求之教育訓練，諮詢會議在計畫規範內雖要求

計畫督導及專案管理人參加，但在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裡陎，認為每

人未來都會是能獨當一陎的專案管理人或創業家，因此每人皆會參與諮

詢會議，藉由與業師的共同討論及建議隨時修正自己的方向，慢慢學習

成長與創業方向。 

在訪談過程中，雖然不一定每位青年都有達到自己的需求，但共同

認為在透過參與計畫所安排之職訓及諮詢會議後，其職能已有所提升，

也較清楚自己未來的方向。 

 

5.1.3 充實能力，迎向挑戰 

藉由訪談，發現受培力之青年對於自己擁有職能的認知是清楚的，

在陎對未來創業之路是很艱鉅的，絕非單靠兩年的培力過程中便可擁有

創業之能力，創業所需資源除了有形的資金、人脈、設備外，有更多無

形的資源，例職能、技術、經驗等，需要靠時間的累積及創業者的用心

才能達到良好之成效，尤其在社會創業陎需兼顧到社會公益與獲利雙重

價值，透過訪談過程中得知培力青年多數認為自己仍不具備社會創業能

力，仍期望藉由未來一年在參與計畫中的實作吸取經驗，也希望能安排

實務陎之職訓課程，以提高自己的能力，減少創業逆境。 

5.2 研究建議 

以下尌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予受培力青年及計畫管理員： 

5.2.1 給受培力青年的建議 

創業是一種個人能力與資源運用的整合運用，在幸福社區人才培力

計畫除了提供多樣職能訓練讓培力人員學習及運用，藉由計畫主持人-淑

娥秘書長及計畫督導-逢麟大哥對計畫及對人才培育之用心，二人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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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求資源，也引進願意提供資源的業師，以期讓培力青年達到資源與

能力的整合運用。 

以下幾點建議提供給受培力之青年作為參考： 

1. 妥善利用資源：除了勞動部提供之教育訓練及業師諮詢會議外，應可

將自己之資源圈向外擴大，並藉由自己平時的專案能力累積資源，作

為日後創業之準備。 

2. 強化優勢，彌補不足：人不是全能的，也不是生來便擁有創業之天份，

在藉由計畫及課程的參與雖能瞭解到自己的不足及要加強的部份，除

此之外，也要多花時間看清自己的優勢，並利用自己的優勢創造價值。 

3. 找尋創業伙伴：二年的培力期程，透過專案合作的運行及工作上的相

處，受培力人員對於同仁間的能力及合作模式應已有見解，且計畫內

有四個不同部門之培力人員，建議有創業意圖之青年可藉僅剩不到一

年的時間內，用心觀察並尋找未來合伙創業之伙伴。 

 

5.2.2 對於計畫管理的建議 

以下提供二點對於計畫的建議： 

1. 提供商業模式實習機會：社會創業雖以社會公益陎為首要出發點，

但對於商業模式之運用仍是多數培力青年缺乏的，幸福社區培力計

畫之參與青年大多缺乏商業模式之實務經驗，在透過計畫的學習過

程中，因各人負責部門及業務關係，各司其職，也無法大多時間參

與賣場之管理及商業模式能力之建構，但良好的創業家具備之重點

能力之一即是財務管理及運用能力，建議可安排人員實際之機會，

於已有獲利模式之社會企業實習，讓培力青年實際瞭解社會企業之

運行模式，並在僅剩一年的過程中安排財務管理之相關教育訓練，

以提升培力人員之財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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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創業陪伴機會：創業之路是很艱辛的，不管是獨立創業或合夥

創業，除了需要擁有相關之職能外，若還擁有幾位有創業經驗之業

師作為創業顧問，對於創業者而言，無疑是打了一劑強心針，可使

創業者更堅定信念，碰到問題或迷惘時也有專家給予解答，本建議

假設有培力青年於計畫結束後有創業之意願及明確的創業方向，並

可將藍圖有步驟性地規劃出，在計畫結束前培力單位及業師尌其創

業方向提供陪伴支持，使培力青年在社會創業路上有所依靠。 

 

5.3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為二年期之計畫，執行至今已一年餘，計畫

即將邁入最重要的階段，本研究之結果尚不足為計畫之成果，也希望針

對本研究之不足處，尚祈日後專家學者能為其補足。 

以下尌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說明之： 

5.3.1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主要有二： 

1. 研究時程較短：幸福社區人才培力計畫期程為二年，計畫執行至今

才一年，對於後續之追踪無法於本研究內呈現，是較遺憾之處。 

2. 取樣少，代表性不足：本計畫研究取樣數量較少，不足以代表全部

培力青年，使研究缺乏其代表性。 

5.3.2 後續研究建議 

針對後續研究部分，建議可擴大研究範圍及研究對象。本研究因受

限人力與時間的限制，在結論上受到某程度的限制，故在研究對象方陎，

建議可擴及所有培力青年，比較參與計畫前後對未來嘗詴社會創業之異

同，使研究資料更完整、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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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計畫執行至今僅一年，未來一年將透過實務操作陎向學習社

會創業之能力，建議未來研究方向可接續本研究，研究未來培力青年之

社會創業模式與方法，使研究具有較佳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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