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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創業是一連串精細、繁複的過程，在各個有關創業研究的領域，將許多影響創業成功與否的因素進行研究，可

從中了解到影響創業的因素真的非常多，也凸顯著創業的不易。過去的創業研究都以傳統的統計工具，只能針對較

少的變數解釋，無法客觀的由更多的變數中進行探討，找出創業成功關鍵因素的解釋能力。故本研究將利用科學方

法進行改善，透過倒傳遞類神經網路可同時將量化及質化的資料進行分析，運用科學方法找出創業成功的關鍵因

素。研究數據來自日本的新創立企業總樣本數為 13395 份，經由科學方法與傳統統計工具進行比較，結果顯示，科

學方法擁有較好的預測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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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下，全球化的現象讓現今市場競爭日漸激烈，使得產品生命週期不斷縮短，因此，能否快速

回應市場是企業存活的關鍵。根據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從形成創業構想到最後得以真正成為上市公司的比率僅有百

萬分之六；而真正實際投入營運的新創事業中，能營業超過一年的也僅有百分之六十。這種創業成功機率極低的現

象，引發各界對創業成功的重要關鍵因素的議題感到興趣。 

目前國內進行的創業研究主題，最多都以財務管理較為相關的創業投資議題，其次則為探討組織如何進行新事

業開發的公司創業議題，至於有關創業初期階段從無到有的創業過程問題卻較少探討。因此本研究利用相關的經濟

指標與財務指標衡量公司經營者的績效，這些指標呈現出來的意義為該公司管理者的經營績效成果，而該經營績效

將成為企業判斷經營者能力優劣的衡量指標，因此，經營績效不僅只是衡量企業獲利能力，也可做為衡量經營者管

理才能的指標。 

過去的創業研究都以傳統統計量化為主，常都只對少數的面向找出解釋創業績效的重要變數，無法客觀的由更

多的變數中進行探討，找出創業成功關鍵因素的解釋能力。故本研究將利用科學方法進行改善，透過倒傳遞類神經

網路可同時將量化及質化的資料進行分析。希望藉此深入研究，讓未來創業家能夠取得成功創業家的經驗，並預先

知道自己創業適合性及可能遭遇的困難，以獲得成功經驗的傳承，減少摸索的失敗及提高創業成功的機會。 

由於面對的複雜環境具不確定性和不可量化之因素，本研究以類神經網路將決策因素與經營績效間予以分析，

藉此發展出企業的經營績效的衡量決策系統，以協助創業公司具客觀性且有效率的執行。因此，本研究利用倒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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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神經網路(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羅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等工具進行比較，找出創業關鍵要素的衡量指標，並從中選取具有最佳解釋與預測的能力的模

式。 

二、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將相關資訊是屬於量化或是質化的資訊進行進一步的分析，找出何者才是影響創

業成功的關鍵因素，藉由人工智慧工具來建構最佳化的模型，找出合理的最佳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成功關鍵因素 

所謂「成功關鍵因素」，為透過活動領域與資源展開的決策，可使企業發展出有利的地位，透過總體環境、產

業與企業本身三種層次來分析成功關鍵因素，再連結企業的整體規劃(Hofer & Schendel, 1978)。而成功關鍵因素則

為決策的重要資訊來源，其可提供高階管理者作為有效的判斷。所以成功因素是管理者可以控制的內、外部因素，

可透過資訊系統有效的辨識與選擇相關產業的成功因素。因此，一個企業若要成功，必須在這些關鍵的要素上有極

佳的表現。 

Leidecker & Bruno(1984)認為成功關鍵因素是一些特性、情況或變數，而這些成功關鍵因素若能適當的維持或

管理時，即可對一企業在所屬的產業中取得競爭優勢。所謂成功的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必須建立在該產業關鍵成功因

素的優勢，企業唯有掌握產業的成功關鍵因素，才能建立持久的競爭優勢。 

綜合以上學者，可以發現學者因不同時期、不同領域而有不同角度來定義成功關鍵因素。但卻同時指出成功關

鍵因素可讓企業在產業中取得更強的競爭優勢，增加經營績效所應具備的條件。 

二、 影響創業成功關鍵之因素 

Baron & Markman(2003)的研究發現，他們從財務表現的觀點指出，社交能力與社會資本是影響創業家創業成

功的重要關鍵因素。Uzzi & Dunlap (2005)指出，人脈網絡對於高階主管與創業家的重要性。Manev et al. (2005)的研

究指出，在轉型中的經濟體系下，創業家的人力資本與社會資本，會正向影響企業績效；而人際關係會成為創業之

重要因子，主要是因為創業家需與廠商進行溝通協調。 

創業家除了本身的資源，如知識、經驗與能力，也必須仰賴著外在的資源來辨識機會。因此為了獲得有利的資

訊與資源，創業家必須開發許多不同的網絡，以確保重要的資源不虞匱乏。再者，創業家相對於一般人而言，有較

高的信心，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完成想要做的事情，也因此會更加積極的去尋找機會來實現目標。而機會存在於外部

環境當中，在現今動盪的環境，每天都有著不同的變化，因而產生不同的契機，等著創業家去發現。 

許多大型企業無法像過去一樣，持續佔有現有市場，而是需要快速靈活且有彈性回應市場的能力。因此，有許

多研究開始探討創業後的存活率，根據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從形成創業構想到最後得以真正成為上市公司的比率僅

有百萬分之六，這種創業成功機率極低的現象，引發各界對創業重要成功關鍵因素的議題感到興趣。 

三、創業動機 

創業家的創業歷程往往須承受在創業之中許多孤獨與艱辛的歷程。在從事創業行動中，必須對投入的活動有高

度興趣與熱情，才能渡過創業一路走來的辛苦。在此前提下，創業家需懷抱強烈的動機，將能讓創業家在遭受不確

定的環境下，依然能堅持不變從事創業行為。根據 Dubini (1989)研究，針對 163 位創業家進行汶駿調查發現，其列

出 28 項創業家可能創業原因，運用因素分析法，將 28 項變數萃取出 7 項動機因素：成就、福利、地位、金錢、

逃離、自由、角色塑造。 

而 Ghosh & Kwan（1996）針對新加坡及澳洲的創業者進行研究，發現創業者心理動機包括了：個人想向上成

長、喜歡挑戰、希望擁有更多自由、發揮個人專長與經驗的機會、不喜歡為他人工作、家庭與朋友之影響、家庭傳

統的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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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統計變數 

人口統計變數係指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資料，例如性別、年齡、職業等。過去有許多的研究，皆從人口統計變

項與心理及行為變項探討創業家人格特質(Larson, 1992; Scott , 1986)。Kotey & Meredith（1997）的研究發現創業家

的人格特質對創業的成功具有解釋力。Curran, J. & Stanworth（1989）認為排行、性別、家庭背景等影響因素對創

業的成功與否有一定的影響力。 

(一)性別 

男性創業家與女性創業家創業特徵相當類似。Hisrch ＆ Peter（1989）研究指出，當男性與女性創業家都是目

標導向及擁有經歷和熱忱時，性別對創業行為無影響。尤其現在教育普下，女性角色與地位被刻意壓抑與忽視的可

能性降低。在學歷的支撐下，提高女性獨立自主的意識以及男女平權的觀念，女性發展舞台逐漸展開，慢慢不受性

別影響。經濟全球化以及新經濟的發展，男女體力上差異已不再是女性職業的主要障礙，這將是女性創業的良好機

會。 

(二)年齡 

Hauptman（1986）研究發現美國高科技產業創業的特性中發現創業家通常不是一開始就創業，而他們的創業

年齡平均在 35-37 歲。Hisrich ＆ Peters（1989）的研究指出，絕大部分的創業家在 22-55 歲之間開始進入創業生涯

的，又以 25-35 歲比例占了大部分(劉美蓉，2005)。在 90 年代高科技創業家的年齡普遍較高，也許是高科技創業

者所需之專業知識較為複雜，加上高科技創業者學歷較高相對求學時期較長，所以較一般創業者慢創業；目前的網

路創業而言，年齡層有降低的趨勢 (Hisrich & Brush,1986 ; Hisrich & Peters,1989)。 

(三)教育程度 

Wong & Jane(1997)指出受過高等教育的創業家再處理資訊的過程中具有最佳的能力。Hambrick & Mason(1984)

的研究，教育程度可以當作衡量創業家在知識及專業技能基礎上的指標，因為當你受到的教育程度越高時，所能應

用的分析工具也會越多，同時在受教育的過程中更能培養邏輯思考與組織的能力。教育程度越高整合能力越好，對

於事情的想法上能從較多元的角度切入，也因此他們對事物的觀察更加敏銳，能夠很容易的就尋找出新的機會，所

以會比較傾向創新的活動 (Wiersema & Bantel,1992)。 

Timmons（1999）提出的創業管理模式卻持不同的見解，其認為創業家與新創事業之間的互動關係與人格特質

的關聯性高，而這些能力卻必須經由有系統的創業管理教育加以培育（劉常勇，2007）接受較高的教育，會使個人

在創造力、想像力與判斷力等多方面相對的會比一般人高，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吸收他人的經驗與技巧將可以避免長

時間的摸索、嘗試錯誤。 

(四)工作經驗 

專業上的訓練對於個人的基本價值取捨及態度表現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受過管理教育的人他們會有較複雜的管

理模式，所以相對的他們也會認為創業時的管理能力與行銷能力是非常重要的。創業家在做決策時，可能會因過去

經驗與工作過得部門的經驗影響(Hambrick & Mason,1984)，因為這些工作經驗對一個管理者在專業知識的累積過程

中扮演著重要的關鍵地位。而 Hisrich ＆ Peter（1989）認為，創業家創業前的工作經驗，對於所創事業成長與成

功來說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所創事業與過去從事行也有相關時。 

Ardichvili & Cardozo（2000）說明工作經驗、個人經驗及教育的背景，都會讓個人有不同的先前知識，而影響

機會的機警性與辨識。而經驗是一種結果，從教育、經驗等累積出來的結果，會提高創業家的機會辨識。而 Shane

（2000）的研究指出，不同的工作經驗會影響到創業家對新科技運用的機會發現；此外，若對先前工作的不滿意度

高，將會促成個人尋求開創新事業的動力。 

(五)教育背景 

在教育背景方面 Murray(1989)認為不同的專業教育背景有助於公司對環境資訊的收集與處理能力。Greening & 

Johnson(1997)則指出高階經營團隊專業教育的差異將有助於提升對外的溝通能力及決策彈性。由於專業背景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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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對經營環境的分析與平價有較多元的看法，這將有助於提升公司決策品質與策略選擇，使得公司可以快速及有

效的適應變化萬千的環境。 

 
參、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資料收集 

本研究主要是參考 Nobuyuki Harada(2003)的研究再進行延伸，此篇研究是利用 Probit 回歸分析進行討論，此研

究歸類出的結論為公司的規模較大者成功率高於小規模的公司，而創業者的相關的工作經驗對創業的成功是有幫助

的。再者女性創業的成功率較男性來的低，主要原因與日本的文化有直接的關係。此研究想了解什麼樣的創業家特

性會影響創業的成功率，改善日本長期經濟停滯不前的困境，日本政府想透過創業提升日本的就業率。 

(一) 樣本資料 

本研究資料來源為調查日本初創企業(“Shinki  Kaigyou  Jittai  Chousa, in Japanese)從 1992 年至 1996 年及

2001到2003年的資料。此問卷調查每年由National Life Finance Corporation (NLFC；Kokumin Seikatsu Kinyuu Kouko”, 

in Japanese)，這是由日本政府的金融機構所成立，主要提供日本小型企業貸款。此調查涵蓋被 NLFC 融資和尋求財

務支持超過一年的創業企業。而本研究將進行更進一步的研究探討，透過各個角度來探討影響創業的關鍵因素，將

過去相關文獻作回顧彙整影響創業成功的因素，以下為研究變數。 

(二) 研究變數 

(1) 反應變數 

 

本研究之反應變數採取經濟指標來判定創業之績效，此經濟指標分別為下表 1 分別說明： 

 

表 1  經濟指標說明表 

變數名稱 說明 

銷售額 實際銷售超過創業者預期的銷售 

收益率 新公司的盈餘為正數 

 

(2) 解釋變數 

 

表 2  解釋變數說明表 

 變數名稱 說明 

製造業 是否為製造業 

批發業 是否為批發業 

零售業 是否為零售業 

餐飲業 是否為餐飲業 

B to C 的服務業 是否為 B to C 的服務業 

B to B 的服務業 是否為 B to B 的服務業 

建築業 是否為建築業 

行業別 

其他行業 不包括以上行業 

性別 男性、女性 

創業年齡 創業當時的年齡 

人口統計 

高學歷 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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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Yixf iikiki ,...,2,1)( 110 =++⋅⋅⋅⋅++== εχβχββ

相關工作經驗 過去是否從事與現在創業相關

的工作 

過去是否有正式工

作 

過去是否有正式的工作，而非

兼職 

開業資金 創業時投入的資金 

對創業有興趣 是否對創業有興趣 

薪資較高 是否創業後的薪資較過去工作

來的高 

創業動機 

有能力創業 是否認為有創業能力 

(三) 分類技術 

1.區別分析 

區別分析是 1930 年代中期由費雪(Fisher)所提出來一種劃分群體的技術，而經過廣泛應用在不同領域，區別分

析是最常被使用於分類問題的統計方法之一。區別分析的基本邏輯是由兩個(或多個)不同的群體中分別抽樣，透由

抽樣出來的樣本尋找能夠區分二群樣本的一組關鍵變數，並經衡量各關鍵變數的區別能力後，予以加權組合而得到

一項區別函數(Discriminate Function)，然後便利用這一數量關係，將各觀測值帶入函數中以求得判別分數，並依據

所得之判別分數對輸入樣本進行分類，各觀測值會被分類在其判別分數最高的分類中。Fisher 的區別模式型態表示

如下： 

 

nn XXXD ββββ ++++= ......22110  

 
D 為判別分數 ; 0β 估計常數項 ; iβ 估計係數 ; iX 為自變數。 

 

區別模式之參數估計是以最適化的建構所產生，應用歸類法則(Discriminate Rule)之極大化，透由區別分析預測

所屬組別，使用歸類法則，係指區別分析以切斷值(Cutting Scores)將區別分數切割成數個值域，分成「0」組與「1」

組，即不同值域代表不同組別；歸類法則係以切斷值為標準，與個案之區別分數進行比較，以判斷個案之預測歸類。 

 

2.羅吉斯迴歸 

 

羅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是用來處理依變數屬於類別變數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因為依變數可

能包含多種可能狀態，常被用來分析一個二元的反應變數。主要是利用羅吉斯的變數轉換，使反應變數轉換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機率值，定義反應變數 Y 為 1 (代表事件發生) 和 0 (代表事件不發生)。其對自變數建立一般線性迴

歸模型如下： 

 

              

 
其中 iχ 代表第 κ項自變數之數值， 0β 為截距項， iε  為殘差項， iΥ 為二個依變數。 

 

3.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網路（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的研究與應用快速的發展。由於類神經網路具有可以容忍不完



 438

全、遺失和雜音的資料；是一種無須參數，且不需要任何關於資料分佈的事先假設之方法；及具有建構任何複雜非

線性與連續函數映對問題的能力等優點（Vellido et al.,1999）。 

 

 (1)類神經網絡之基本架構 

類神經網路可視為一個黑盒子，則此黑盒子是由許多層的節點(神經元)所聯結而成，一般有三層：輸入層、隱

藏層、輸出層。輸入端稱為輸入層(Input layer)，此層只有輸入值，沒有神經元。輸出端那層稱為輸出層(Output layer)，

如果只有輸出值沒有神經元，那就包括了三個神經元。輸入、輸出間的神經元屬於隱藏層(Hidden layer) 。因此3-2-NN

就表示有三個輸入端、一個隱藏層內有 2 個神經元、一個輸出層內有一個神經元，其如圖 1。 

 

圖 1  3-2-1NN 前饋式多層類神經網路(順向多層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網路利用節點之間的相互連結來處理輸入與輸出間之訊息 

(a) 輸入層(Input layer)：接收外部訊息。 

(b) 隱藏層(Hidden layer)：接收輸入層訊息，處理後，將訊息輸出至下一層。 

(c) 輸出層(Output layer)：接收前一層的訊息，處理後，將訊息輸出至外界。 

(3)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目前已有數種成熟的網路模式被提出，並且成功地被運用在商業預測與工程應用上。Vellido et al.（1999）蒐

集了從 1992 年至 1998 年應用類神經網路於商業上的分析，約有 78％的應用是以監督式的倒傳遞類神經網路（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為分析模式。圖 2 為一個簡單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模式的結構圖示： 

 

圖 2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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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類神經網路的第一層為輸入層；第二層為隱藏層；第三層為輸出層，層與層間有連接鍵相互連接，同

層間的神經元則沒有連接鍵。每一條連接鍵均含有一個相對應之權數（wij），它代表著輸入訊息的重要程度。輸

入層的目的是接受輸入資料並將其傳給隱藏層，在經過計算與轉換的過程後傳送到輸出層。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為實證研究，本研究之資料為調查日本初創企業(“Shinki Kaigyou Jittai Chousa”, in Japanese)從 1992 年

至 1996 年及 2001 到 2003 年的資料，因資料取得的受限，資料數為 13395 筆，包含 17 個衡量創業成功之變數，

分別為以行業別(製造業、批發業、零售業、餐飲業、B to C、B to B、建築業、其他)八個變數及性別、年齡、高學

歷、相關工作經驗、過去是否有正式工作、創業投入的資金、創業動機(對創業有興趣、薪資相較之下比較高、有

能力創業)三個變數，與兩個反應變數，分別為銷售額與收益率。 

 將資料進行分組，訓練組共有 10716 筆，驗證組共計有 2679 筆，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將訓練組與驗證組

比約為 4:1，將前四份資料進行訓練，其中一份資料進行驗證。 

一、 區別分析實證結果 

本研究採用 Fisher 的線性區別分析(稱為典型區別)為區別函數，研究有兩個反應變數，將預測之組別 10716 筆

代入，此模型所建立的 Y1-1、Y1-2、Y2-1、Y2-2 區別函數。將驗證組共 2679 筆資料分別帶入 Y1-1、Y1-2 區別函

數中，驗證組別的原則為當 Y1-1>Y1-2 時，判斷為實際銷售超過創業者預期的銷售；而當 Y1-1< Y1-2 時，則為實

際銷售未超過創業者預期的銷售。再將驗證組的數據帶入判別函數求出的數值再與原始資料加以比對，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求出五組正率，再五組正確率進行平均，其銷售額(Y1)整體判別正確率為 54.58%。 

 同理，將驗證組共 2702 筆資料分別帶入 Y2-1、Y2-2 判別函數中，驗證組別的原則為當 Y2-1>Y2-2 時，判斷

為新公司的盈餘為正數；而當 Y2-1< Y2-2 時，新公司的盈餘為負數。也以同樣的方式，再將驗證組的數據帶入判

別函數求出的數值再與原始資料加以比對，同樣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求出五組正率，再將五組正確率進行平均，其

收益率(Y2)整體判別正確率為 58.27%。 

二、羅吉斯迴歸實證結果 

 羅吉斯迴歸模式是用來處理依變數屬於類別變數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因依變數可能包含多種可能狀態，常

被用來分析一個二元的反應變數。研究有兩個反應變數，分別為銷售額及收益率，將預測之組別 10716 筆代入此模

型所建立 Y1、Y2 之迴歸方程式，第一條迴歸方程式為 Y1，表示為實際銷售額超過創業者預期的銷售額之迴歸方

程式；而第二條迴歸方程式為 Y2，表示為新公司的盈餘為正數時之迴歸方程式。 

 再將驗證組共 2679 筆資料分別帶入 Y1、Y2 之迴歸方程式中，再由 Y1 之迴歸方程式求出的數值再與原始資

料加以比對，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求出五組正率，再將五組正確率進行平均，其 Y1 之迴歸方程式求出整體正確率

為 41.12%；而 Y2 之迴歸方程式求出的數值再與原始資料加以比對，同樣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求出五組正率，再將

五組正確率進行平均，其整體正確率為 62.01%。 

三、倒傳遞類神經網路實證結果 

本研究在訓練樣本及測試樣本採用 4:1 的方式進行分割訓練與測試，亦即總樣本數為 13395 筆，其中五分之四

的樣本數為訓練樣本，五分之一為測試樣本，故訓練樣本數為 10716 筆；測試樣本為 2679 筆。反應變數為銷售額

(Y1)，隱藏層神經元個數為 35，輸出層神經元個數為 1，學習次數為 1000 次，正確率為 63.63%，由於此組合的模

型為正確最高，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求出五組正率，將五組正確率進行平均，得到銷售額(Y1)為 60.29%。 

 同理，反應變數為收益率(Y2)，隱藏層神經元個數為 36，輸出層神經元個數為 1，學習次數為 5000 次，正確

率為 69.15%，由於此組合的模型為正確最高，同樣運用 5-fold 交叉技術求出五組正率，將五組正確率進行平均，

得到收益率(Y2)為 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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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結果比較 

分析三種模型之結果，由表 3 得知此三種模型以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整體判別的正確率最高，其中又以倒傳遞類

神經網路中之反應變數為收益率為最高，而區別分析與羅吉斯迴歸比較難以判斷。 

 

表 3 各模型判別正確率結果比較表 

正確率 方法 

銷售額(Y1) 收益率(Y2) 

區別分析 54.58% 58.27% 

羅吉斯迴歸 41.12% 62.01% 

倒傳遞類神經 

網路 

60.29% 65.26% 

在表 3 反應變數銷售額及收益率的準確度而言，收益率的判別正確率結果優於銷售額，其主要是因為收益率是

將創業後的盈餘來進行預測，當盈餘為正數表示創業者是有盈餘，無虧損可以正常營運。另一個反應變數為銷售額，

判別正確率結果較不理想，主要原因是銷售額是將創業者還未創業前預估的月收入與創業後之月收入相比，由於資

料受限在十三個月內創業者進行調查，因為創業初期很難一開始的月收可超越原先創業前理想的月收，所以此變數

的正確率較低，但如果將受測時間點拉長也許可以提高銷售額預測的準確性。 

過去傳統統計方法往往研究出來的結果不如預期，主要的原因在於執行上假設受到限制，所以可透由科學方法

來改善傳統統計方法的不足，但科學方法並非無任何缺點，因現在很多的科學方法運用在人工智慧上，雖然少了研

究限制，須透由黑盒子方式進行運算，在大量及不間斷的測試與驗證，花費大量的時間及之中複雜的運算，找出之

中的最佳模型，相對於傳統統計花費的時間較少，複雜度也較低，但整體而言，以人工智慧方法所預測之效能較高。 

 
伍、研究結論與意涵 

一、研究結論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日本初創企業 (“Shinki Kaigyou Jittai Chousa”,in Japanese )。從 1991 年之後日本經濟陷入長

期的低迷，所以 1991～2002 年被認為是「失去的十年」。由於泡沫經濟帶動股價下跌，以房地產為主要貸款的對

象的金融機構因為呆帳增加，經濟惡化而紛紛採取更保守的貸款策略，使得景氣復甦更加緩慢且形成惡性循環。 

但在日本泡沫經濟瓦解後，創業的議題受到日本各界的重視，創業不只是企業家個人的行動成果，也是一種社

會活動。外在環境因素是企業家無法控制的，如果企業家能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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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創業的成功率將有所幫助。 

本研究以調查日本創業資料為例，使用不同的研究方法進行分析，之中包含了傳統統計方法區別分析、羅吉斯

迴歸，及一個科學方法倒傳遞類神經網路，分別建立影響創業成功關鍵之模型，以比較三者在分類上之準確率。依

據本研究目的與實證結果，歸納以下結論： 

1. 倒傳遞類神經網路預測之創業成功關鍵因素的結果，可提供創業家在創業時需考慮的創業因素，可有效作為創

業家創業時的依據，減少創業失敗帶來的財產的損失。 

2. 在研究方法上，透由人工智慧方法預測準確率會優於傳統統計方法，本研究預測結果以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正確

率最高，而區別分析與羅吉斯分析的正確率偏低。 

3. 雖然人工智慧方法預測結果較準確，但在執行上複雜且費時，必須不斷的測試找出最佳解；而傳統的統計方法

有其較為嚴謹的假設條件(例如假設常態)，與現實生活中遇到的例子會有些不同所以執行上較不易。 

4. 類神經網路訓練資料期間長短對預測結果確有影響，當倒傳遞類神經網路訓練期資料筆數增加，預測結果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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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度越高。而變數愈多，並不一定會增加倒傳遞類神經網路的預測能力。 

二、 研究意涵 

影響創業的因素真的非常多，也顯示著創業的不易。由於無法預測未來環境的不確定性以及機會背後隱藏的巨

大風險，在環境變動快、不確定性高、時間壓力下，如何訂立一套完善的影響創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對創業者而

言是重要的。  

因此，可藉由類神經網路建立衡量創業成功與否的預測模式，可幫助創業家減少創業失敗所帶來之損失，雖然

目前大多數的研究皆採用傳統的統計方法，但如果使用科學方法的運算可有效建立完整且大量的資料，增加預測的

準確率，另外可依照創業家之經驗及目前經濟環境之現況來針對各變數給予調整，對於預測之結果亦能有所幫助。 

影響創業因素並非只有環境面，所以能有效且完整的找出創業成功的真正因素減少創業失敗機率，除了透由學

術研究探討出來的因素，還是需要配合創業家本身的專業經驗判斷，與感受環境變化的敏感度，然後進行整合做出

正確的判斷，進而達成每位創業家創業的目的。 

三、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 

    本研究之資料為調查日本初創企業，由於是進行長期的研究，所以會因當時的時空背景進行問卷的改善，造成

本研究在進行變數的選取受到了很大的限制，因為每年的問卷都有很大的改變，1997 年、1998 年的問卷調查，沒

有本研究需要的反應變數，所以將此兩個年份刪除，而 2000 年則是因為那一年未作此相關研究，所以未放入在此

研究中，所以本研究收集有關影響創業成功變數為 17 個，2 個反應變數，分別為銷售與淨利。 

後續研究在變數選取方面，可將創業家的人格特質、創業資源、創業環境進行討論，因影響創業的因素涵蓋很

廣，可以加入更多面向之變數進行分析，以提升預測準確性。由於過去的相關之創業研究，大多採傳統統計量化的

研究，後續的研究可以將質性的研究予以量化，增加模型預估的準確性。本研究採用倒傳遞類神經網路模式探討，

後續研究者可運用支援向量機，並比較其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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