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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蒐集各項次級資料，分析原住民的經濟現況，歸納出原住民少青壯年有逐漸向都市集中之趨勢，且所從事之行業與

一般民眾相較，商業性行業為明顯偏低，顯示移居都市之原住民能投入主流社會以市場機制所主宰的商業經濟中得以發展

者幾希，本研究即以深度訪談與實地觀察方法，訪談中部地區十位都市原住民成功創業者，經歸納研究發現如下： 一、都

市原住民創業者個人特徵與企業特徵：具有年輕、已婚、排行老大、教育程度居高、父母親務農、創業者多自畢業或退伍

後因就業即移居都市等共同特徵，而創業者所創事業則以新設事業、獨資、小規模服務業為主。 二、都市原住民創業動機

：以金錢動機最強，次為成就動機，第三係自由動機，第四為挑戰風險動機，最弱為地位動機。 三、創業者之人格特質：

創業者擁有共同的人格特質包括認真具責任感、內控傾向、良好人際溝通者、中度挑戰風險者、樂觀進取與不怕失敗等特

質。 四、創業之特性：具有人力資源優勢取向、低進入障礙取向、專業技能取向、業務基礎取向。 五、創業成功關鍵因

素：依序為具備工作專業技能、做內行的事、善用原住民樂觀進取的特質、善用人際關係技能、充實企業行銷及財務管理

能力、支持團體的支持、擺脫原住民不良的刻板印象與具規畫未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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