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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資金一直都是新創事業的關鍵課題。在台灣，政策性的扶植以及官方單位引導創新發展的

方案不少，例如最為人所知的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SBIR 計畫、文化部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補助計

畫、科技部以學生、學研為主的 FITI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價創計畫等。因此，透過補助作為一

個新創資金來源的管道，也通常會是新創事業考慮的方案。 

對「補助」的正確認知 

新創事業在創業初期，透過申請相關計畫的補助，通常一者可以獲得必要的研發、商品化、

概念驗證等所需之支持，這也是政府相關計畫的初衷。二者透過申請計劃與評審委員、審查專家

的互動討論，思考事業的挑戰或者市場競爭的問題等，讓新創業者多一個不同角度的檢視以及反

思。 

新創業者應該對補助計畫有幾個基礎認知： 

1. 「補助」是用來「臨門一腳」的手段而非目標：補助款應該是用來協助團隊完成初期研發、

商品化驗證乃至於更早期的概念驗證，是一個臨門一腳的幫助。是團隊往未來發展的過程手

段，而不是目標。 

2. 「補助」必伴隨新創討厭的繁瑣帳務：新創常說「拿政府補助容易但銷帳難」！政府的資金

畢竟都是納稅人的錢，因此補助給予新創事業、創業者等，協助承擔新創初期的風險，相對

的創業者也應尊重政府的帳務要求，提供單據等文件核銷，這不僅是對資金負責的態度，也

從這裡看出創業者能否轉化為企業家。 

何時該申請「補助」而非找投資？ 

對一般的企業或者新創而言，通常有幾個時候是申請補助好時機點： 

1. POC 概念驗證階段：概念驗證階段通常很少會有外部投資，這是一個新創或者創業者需要自

己摸索產品之路、創業之路的孤苦過程。因此，包含 SBIR 創業海選等補助，可以協助業者

在此階段必要資金。 

2. 研發階段邁向商品化：研發階段到商品化也是一個風險、不確定性較高的時期，研發到後期

新創可能面臨資金上的短缺或者新資金尚未到位，因此本階段包含 SBIR 小型企業研發創新

計畫、經濟部工業局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等，到中大型業者的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

畫等，可以協助新創降低研發階段的資金需求。 

3. 商業模式驗證：不論是製造業或者服務業，到最後一段都需要針對企業商業模式做發想與驗

證，若是技術導向的公司可能在研發後期就會陸續募得資金，可以自己邁向商業模式驗證；



 

 

若是創新服務的業態，SIIR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以前的國發天使計畫等，提供了不錯的驗

證資金。 

投資人依據不同投資階段之區分如天使投資、創業投資機構、企業內投資單位、證券投資等，

其各自的投資原則以及期別就不再此贅述，大體上新創業者可以將政府補助、政策性補助方案，

當做是初期在只有團隊助資、親友團挹注時的另一個資金來源管道。 

何時該停止繼續申請「補助」並邁向下一階段？ 

新創一定要銘記：獲取過多的補助計畫對於募資不見得是加分！ 

這幾年在業界大家常會聊到某個新創團隊、某某創業家很會拿獎、很會拿政府計畫，正面意

義來看，表示團隊簡報功力了得，團隊學經歷漂亮以及產品或服務的市場機會點不錯。但當一個

新創持續獲取兩個到三個補助或者競賽獎金，面對的將會是投資人的一連串質疑：團隊是否很會

畫餅但做不出餅來？團隊執行力是否有問題？成就的是公司還是創辦人個人名聲？公司扣除補

助款到底有沒有收入？ 

先反過來從業者角度思考，通常持續申請補助計畫，業者要準備計畫內容（總不能每個計畫

內容都一樣吧！）、計畫的單據查核、計畫檢核訪查等，新創團隊會面臨一直跑專案的疲憊感，

這也是為何我文章一開始先闡述對補助的正確認知，補助計畫執行了兩到三個，通常應該要能夠

完成事業必要的 Prototype 階段甚至於到量產階段，再容我說一次：「補助」是解渴的甘霖不是

主食！不斷地透過計畫養團隊，通常累積的疲憊感只會讓團隊加速崩解。而業者更忌諱為了申請

計畫而申請計畫，到頭來產品、平台、市場的基礎目標反而被忽略了。 

透過補助計畫邁向營運正循環 

好的團隊會透過必要的補助申請，協助自身降低前期風險，加速商品的開發銷售或者業務的

發展。這幾年有一個小有名氣的新創團隊叫「武林文創」，或許算是一個正循環的案例。武林文

創以結合武術跟傳統中華國學（如：唐詩）之教學，鎖定小朋友強身健體同時學習唐詩等國學。

透過國發天使的補助，團隊迅速的建立第一家旗艦店，並且開發出系列教材以及教案，計畫協助

了初期高風險的第一家店建置以及教材研發，團隊後續持續的開拓新店、教學內容以及師資的多

元化，形成自給自足並且穩健營收獲利支持後續的市場拓展。 

當新創事業若能妥善的利用政策相關之補助，除了降低前期風險之外，也會有助於後續的營

運發展以及對外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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