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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園地專欄三】新創企業在台募資的挑戰與

因應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創新創業，希望健全台灣創新創業生態系，協助具技術創新及擁有好的

商業模式之潛力新創企業蓬勃發展，不但能創造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解決方案，還能提供更多工作

機會，為台灣經濟挹注新的成長動能。 

根據「2018 年台灣新創生態圈大調查」，資金取得仍為新創企業創業初期最大挑戰；此外，

CB Insight 亦分析 101 個創業失敗案例後列出創業失敗的 20 個常見原因，其中，現金用盡為新

創企業創業失敗的第二大主因(占比 29%)，即在公司持續支出的情形下，無法順利取得資金，導

致新創公司在燒完資金後，自然面臨倒閉一途。 

而對新創企業而言，有各種取得資金的管道，包含向親友或銀行融資、申請政府補助、參與

政府舉辦的創業競賽贏得獎金及獲得政府及投資人投資。首先，以政策供給的角度來看，目前政

府在政策性融資、獎補助等方面已推出相當多的措施。 

再者，以資金取得的本質而言，新創企業向銀行融資或申請政府獎補助之資金，主要提供新

創企業營運及研發所需，金額通常不大。但當新創企業已發展到一個程度，需要更多資金來協助

新創企業擴大業務規模，加速成長時，尋求外部投資人的資金及專業協助，對新創企業而言，是

一個值得考慮的選項。但投資人在決定是否要投資新創企業時，考慮的因素較多亦較複雜。若新

創企業不清楚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會增加其成功募資的難度。因此，本

文先分析新創企業在募資時遇到的主要困難及挑戰，並進一步提出新創企業的因應之道；隨後剖

析目前整體創新創業資金環境的問題，並對於政府如何完善創新創業生態系，協助新創企業進行

募資提出政策建議。 

投資人投資新創企業主要考量因素及新創企業因應之道 

首先，投資人要對新創企業進行投資評估時，考量新創企業可能尚未有成熟且高獲利的商品，

使得投資人在投資較早期的新創企業時，主要考量因素是「人」。由於人並非完美，一個人可能

是擅長某個領域，無法面面俱到。因此，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會希望此新創企業團隊完善

互補。因此，新創企業在建立團隊時，應該要招募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讓此新創團隊完善互補，

才能讓投資人相信此新創企業能夠解決創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考驗。 

其次，由於新創企業的業務及商業模式是否能夠順利推動很大一部分是仰賴創業團隊的創

業企圖心及能力；創業團隊的道德操守及人格特質亦是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會考量的主要

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投資人無法僅仰賴新創企業提供給投資者的營運計劃書(Business Plan，BP)

中，精準觀察出新創企業創辦者的創業態度及人格特質。據此，投資人需透過探詢市場或其他投

資人對於此新創企業過去的風評及為人，使得投資人評估是否要投資此新創企業時，有更多的參

考依據。由此可知，新創企業團隊要有好的信譽，才能使投資人和新創企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增加新創企業後續募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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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創辦人產業資歷須完整且連續，讓投資人相信此創辦人在此業界擁有豐富的人脈，並

了解其所屬產業的痛點，可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進而增加此新創企業募資的說服力。因此，在

職員工若想要創業，並順利獲得投資人投資，應要累積自身在其所屬產業資歷及相關人脈，並在

對投資人進行募資簡報時，呈現創辦人產業資歷完整且連續的亮點。 

第四，對投資人而言，任何創意想法在未實作及市場驗證之前，都是美好卻遙不可及的夢想，

其市場價值自然也很難衡量。因此，新創企業最好是完成最小可行性產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並完成初步市場驗證，產生實際交易數據，讓投資人能夠更清楚知道此新創企業目前推

出的產品及營運模式的市場接受度，也更容易去衡量此新創企業目前的市場價值，有利投資人進

行投資評估決策。 

第五，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時，希望新創企業要有合理的財務預測。即投資人要在新創企

業列出的財務預測中的收入及支出編列，了解該新創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因此，新創企業應強

化自身的財務知識及管理能力，使得投資人能夠信任此新創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進而增加該新

創企業募資機會。 

第六，投資人在投資新創企業也希望新創公司能穩健經營，獲得下一輪募資，讓投資人可以

順利退場。因此，投資人希望投資的新創企業能夠將其所擁有的資金用在本業，而非用在大舉裝

潢辦公室或是創辦人購買新車。因此，新創企業若有穩健經營的決心，並將所得資金運用在本業，

將讓投資人相信此新創企業有好好經營公司的意願，也會讓投資人比較放心投資此新創企業。 

整體創新創業資金環境問題及政府可協助之處 

上文先說明新創企業在募資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並提出新創企業的因應之道。但目前我國

整體創新創業資金環境仍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仰賴政府協助建構更健全的創新創業生態系，讓

新創企業在此生態系中，能夠蓬勃發展。首先，創投在投資新創企業時，多有其偏好投資的產業、

金額及輪次。但是由於新創企業在進行募資時是私募市場，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新創和適合

投資他的投資人沒有接觸機會，為新創企業在此階段募資困難的主因。 

其次，為鼓勵創新創業，目前政府雖已積極推出包含獎補助、共同投資等諸多資金協處措施。

但是目前政府對於創新創業的協助措施，大多是針對個別對象的資金供給，雖然創造出很多頗具

亮點的標竿企業，但是無法解決目前創投基於績效壓力及管理成本考量，傾向投晚期；及天使投

資人稀少且隱密，導致我國創新創業生態系早期投資資金不足之問題。 

綜上所述，為解決投資人及新創企業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建議政府可持續舉辦投資媒合會，

增加新創企業及適合投資此新創企業的投資人彼此接觸及交流機會，以增加新創企業後續募資

機會。此外，為促進早期投資，政府應鼓勵國內天使投資人組成組織架構較緊密的天使投資團體

與協會，透過分享頂尖天使的觀點與實務經驗，確保更明智的投資決策。再者，藉由舉辦高峰會

議、研討會、行業別聯合投資等活動，加強天使投資人彼此合作及交流機會，增加天使投資人共

同投資的可能，有助建立良好天使投資環境，讓台灣新創企業在 A 輪前更容易募到資金。 

鑒於資金的支持是協助新創企業持續發展重要的關鍵，政府能做的除了提供獎補助等資金

協處措施外，亦透過協助新創企業在資本市場順利募資，讓台灣的創新創業生態系持續萌芽，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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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多的新創企業。期望在萬中選一之中，能夠找到有未來價值或潛力的新創企業，協助台灣產

業轉型升級，進而為台灣經濟找到下一波的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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