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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研究關懷以台灣離島發展為關注焦點，我們藉由文創產業在澎湖開展的社會創業實

踐，探討鑲嵌在當地歷史與文化傳統的創業行動者們，如何從傳統經濟與文化邊界限制中脫離

開來，如何從外部帶入新興文創產業。研究方法採取敘說探究，通過創業敘說我們發現社會創

業包含邊界跨越工作，卽社會創業者必須挑戰既有空間、文化、經濟與資本邊界限制。最後，

透過認知觀點視角，本研究將進一步提出 - 想像、旅行與對話幫助社會創業者挑脫邊界限制。 

關鍵詞彙：敘說探究、社會創業、邊界工作、認知觀點 

壹‧ 緒論 

Steyaert 與 Hjorth (2006)指出社會創業已經被創業研究社群視為是一個清

楚的研究領域（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在歷經多年探索性研究後，

社會創業已經是一個成熟學門（Welsch & Liao, 2003）。現今，社會創業成為

創業研究領域重要研究重心之一，學術界、實踐社群與政策制定者似乎都沒有

停止對社會創業者興起（Leadbeater, 1997）與社會創業泉湧的關注。 
 社會創業的概念可以被視為是在非營利領域裡社會價值的創造（Boschee, 

1998），也可以被視為是在商業事業裡社會責任的實踐（Sagawa & Segal, 
2003），社會創業更可以被視為是緩和社會問題和催化社會轉變（social 
transformation）的手段與工具（Alvord , Brown & Letts, 2004）。過去 10 年，

相關探討社區創業、社會性與社會創業如何促進區域發展的研究有明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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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ingway, 2005；Peredo & Chrisman, 2006)。然而，台灣對於社會創業的研

究，大多從非營利組織產業化、個案分析、企業社會責任或是從非營利組織經

營管理面向切入，對於社會創業精神如何催化社會發展與社區轉變，例如聚焦

在探究社群、商業和公共政策實作者們，如何透過一起努力來推動區域發展

(Lyons, 2002；Bulla & Starr-Glass, 2006)則較少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因此本文作者之一以身兼創業者與研究者身份，以一個急待新產業注入

的澎湖為實作田野，在親身參與文創園區規劃，並且進行當地文化資源採集後

發現，澎湖發展歷史近 700 年，長期以來是大陸人移居台灣的中繼站，在歷史

舞台上歷經中國、荷蘭、法國、日本等戰爭，長期以來因為沒接軌上工業化與

全球化發展，文化遺產保存豐富。於是，在近一年參與文創園區規劃，以創業

自我敘說 (self-narrative)方式，揭露如何以創建型研究者角色（ enactive 
researcher role, 以下簡稱 ERR）參與的社會創業歷程。我們通過對創業敘說文

本分析後發現，社會創業包含邊界跨越工作，卽社會創業者必須挑戰既有空

間、文化、經濟與資本邊界限制。文末，透過創業認知觀點視角，我們進一步

提出 - 想像、旅行與對話幫助社會創業者挑脫空間、文化、經濟與資本邊界

限制。 

貳‧ 文獻探討 

一、社會創業精神與區域發展 

在過去 10 年，相關探討社區創業、社會性與社會創業如何促進區域發展

的研究有明顯成長(Hemingway, 2005；Peredo & Chrisman, 2006)。例如探討人

與商業發展的全球化如何深受社會和社群的相互影響(Johannisson & Nelsson, 
1989; Spear, 2006)；或者聚焦在探究商業和公共政策實作社群，如何透過一起

努力來推動區域發展(Lyons, 2002；Bulla & Starr-Glass, 2006)。Johanna 與 Ignasi
（2006）指出，所有成功社會創業個案都呈現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創業者都創

意地連結了本身並沒有擁有的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和改變社會結構。因此，

社會創業可以被視為是一個歷程，一個創新使用和連結資源去追求機會來催化

社會或社區改變以符合當地區域發展需求。 
創業通常被描述成變革、創新與脫離傳統和文化的巢臼，Cornwall (1998)

指出在社區發展過程中，創業通常被視為透過新公司、新產業和社區動員，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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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讓區域或城市再度回歸成長與繁榮。Lindgren 與 Packendorff (2006) 
指出：在概念和實務上，從社會建構者觀點(social constructionist view)來看，

創業動態性的展現是在社會互動之間浮現地。透過會議、透過閱讀別人所寫的

文字、透過內部網絡，人總是以不同的方式互動。雖然不同的人有不同的影響

力，在創業過程中也有所不同的重要性，因此，以社會建構者的觀點來觀看人

與人之間彼此交互互動的創業歷程（Lindgren & Packendorff, 2006），我們可

以理解 - 創業歷程如同一張交互互動的複雜網，文化上鑲嵌地行動者們彼此

之間緊密地連結 (Jack & Anderson, 2002; Lindgren & Packendorff, 2003; 
Hosking & Hjorth, 2004)。 

根據 Hjorth 與 Johannisson 所提社會創業行動是鑲嵌在當地的歷史與文化

傳統，同時創業行動也是對理所當然的傳統與文化的挑戰與延伸，這些社群的

創業行動係為從傳統與文化中脫離開來(deviation)，或者是從外部帶進帶進新

點子，然而這些創業行動鮮少被創業研究社群分析與討論（Hjorth & 
Johannisson, 2003）。因此，本篇論文主要就是透過創業敘說文本分析探討創

業行動者，如何從當地傳統文化脈絡中脫離開來，如何從外部帶進新興文創產

業。並且透過創業認知觀點視角，觀看社會創業精神的開展又是如何能促進離

島區域發展。 

二、創業認知理論 

自 Comegy 在 1976 年所發表對創業者認知風格的研究後，創業認知的研

究已經引起學者們的關注(Forbes, 1999，Hisrich et al., 2007，Katz & Shepherd, 
2003)。學者 Busenitz 與 Barney (1997)研究在創業歷程中創業者的個人角色；

Gatewood 等學者(1995)將認知觀點放在對創業現象較廣泛的分析上，分析層

次從研究創業者的思維、詮釋與理解能力的結果 (Haynie et al., 2009)；
Sarasvathy 與 Dew( 2005)研究在特定領域或是區域引起機會和新事業浮現的

多元層次的動態性，或者研究公司對於競爭優勢的發展與運用(Alvarez & 
Busenits, 2001; Bingham et al., 2007)。 

 近年來認知研究在創業研究上也已經逐漸成為重要的領域，Gregoire、
Corbett 與 McMullen(2011)指出創業認知研究對管理科學有重要的貢獻，為了

系統化創業認知研究，Gregoire、Corbett 與 McMullen(2011)提出認知研究在

創業研究上的 3 個重要特徵，分別為：心靈主義(mentalism) 特徵、歷程取向

(a process orientation) 特徵、與認知動態性運作(The operation of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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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特徵。Gregoire、Corbett 與 McMullen 引用 Fiske and Taylor(1991)
所提出心靈主義為創業認知的第一個特徵來反映認知觀點的假設，卽心靈主義

聚焦在研究自己、他人、事件與脈絡的心靈展現，與其它心理狀態或是構念的

心靈主義特徵，認為要理解人類活動，必須思考個人、事件和脈絡的心理展現，

也就是所謂人類行動的認知要素(cognitive elements)(Gardner, 1985, pp.6, 38 - 
40)，因此心靈主義聚焦在人類行動的認知要素更多是意味著主觀認識論

(subjectivist epistemology)的採取。認知科學的第二個歷程取向特徵展現在對研

究環境、認知與行動之間動態性互動的特定研究關懷，研究這些心靈展現和構

念發展、轉變與使用的歷程取向。與行為主義相異，認知觀點強調行為是來自

於環境與心靈複雜互動而來 (Bruner, 1990; Fiske & Taylor, 1991; Turner, 
2001)，因此，認知科學的第 3 個特徵是關於認知的運作是跨越不同分析層級，

有著不同層級的分析，例如個體的分析層級、組織的認知、經理人群體分析層

級等，這種不同層級分析的特徵隱含著對人類行動的多元面向的理解。 
 認知研究的第二項特徵 - 歷程取向特別強調心靈與環境是如何、何時和

為什麼互動，心靈展現與其它認知構念的發展、轉變和運用是扮演著重要角

色，因而這些元素又是如何、何時和為什麼影響或是被影響著人類行動

(Gregoire, Corbett & McMullen, 2011)。透過創業者在其創業敘說文本對創業歷

程中所思、所想與所感的陳述與表達，本研究聚焦將以創業認知觀點的歷程取

向特徵理解其社會創業歷程，以個體分析層級理解社會創業行動者心靈與環境

是如何、何時和為什麼互動；而研究創業行動者如何以 ERR 自身於社會創業

歷程，而又如何透過對經濟、社會、資源與創業思維等邊界跨越行動來對社會

創業歷程進行理解。 

參‧ 研究方法 

一、敘說探究在創業上的應用 

理論與實務的結合一直是管理學術工作者的理想與目標，然而由於研究

方法與方法論的限制，管理學研究似乎還是像 Pearce (2004)所觀察到的，學術

世界與田野智慧依然存在著頗大的差距 (蔡敦浩、劉育忠、王慧蘭，2011)。
因此，起源於文學領域的「敘說探究」（Narrative Inquiry），在 80 年代以來

一波轉向研究語言的熱潮，開始被應用在社會行動與人類組織領域中（蔡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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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施進忠、利尚仁， 2010）。敘說探究，簡單的說就是將敘說者的故事表

達加以剖析，從敘說者如何捕捉、呈現與解釋經驗的角度，來研究與理解敘說

者的世界觀與其所處狀態（利尚仁，2011）。 
近年來，敘說探究也受到創業研究學者的注意，Gartner (2007) 在其『創

業敘說與想像的科學』一文中指出 - 敘說分析就是要挑戰眾所周知(as is)的事

實，多位創業研究學者例如：Steyaert 認為要仔細確認故事中的脈絡；O’connor
挑戰哈佛個案分析法，不將故事視為「事實」，而認為故事應該還有詮釋與假

設的空間；Ahl 使用後結構女性主義來重述故事；Baker 運用拼湊資源(bricolage)
的概念，並建議從故事中其他角色觀點來重新詮釋創業歷程。敘說探究在基本

立場上和過去以自然科學為師的邏輯實證論有差異，簡單的說敘說探究就在於

承認個人主觀經驗的存在，並以此為研究起點 (蔡敦浩、劉育忠、王慧蘭，

2011)。 
「敘說探究」揭櫫創業者的行動經驗、意義編造以及其所存在的生活世

界和語言之間的關係，讓我們得以重新地概念化與理解創業（Hjorth & Steyaert, 
2004）。Johansson(2008)更進一步提出：「一個敘說研究者可以扮演不同角色，

來拉近科學知識與實務知識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為了呈現研究者與實務界

的互動關係，Johansson 提出三種角色，這三種截然不同但又兼具此特徵的角

色分別為：內部研究者角色（inside researcher role, IRR）、創建型研究者角色

（enactive researcher role, ERR）、與追蹤研究（follow research, FR）（Johonsson, 
2008）。 

相對於 IRR 是他或她所研究組織的一員，ERR 則是啟動一個歷程，帶動

其他人共同努力。Johonsson 進一步指出 ERR 的角色並不尋常，但是對於那些

意圖弭平實務與學術知識之間鴻溝的人來說，ERR 也許比其他角色更能提供

更佳的機會。因此本文作者之一以身兼創業者與 ERR 研究者的身份，其創業

行動即根源於一個急待新產業注入的澎湖離島作為田野，將原本是閒置空間規

劃為文創產業發展新基地，在近一年參與一個文創園區規劃實作後，透過以

ERR 角色第一人稱式的創業自我敘說揭露，發展出以下「The Story - 從都會

到離島 - 社會創業歷程的敘說」的創業敘說研究文本。 

二、研究程序 

以下圖一為我們在社會創業田野中所進行敘說探究取徑的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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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ERR角色投入社會創業實作田野 

社會創業歷程敘說文本 

    發展社會創業歷程 4 段敘說研究文本 

對敘說研究文本進行敘說探究，浮現「社會創業包含邊界跨越歷程」的研究發現 

    敘說研究文本與認知觀點進行對話 

    研究發現與論文撰寫 

 
 

圖一:研究程序 

肆‧ 從都會到離島 – 社會創業歷程的敘說 

故事一 先從想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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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四月初春天，我有一個機會可以為澎湖離島規劃一個文化園區，

這個園區的規劃基地，原本是一大片閒置的營區與眷村，澎湖縣政府希望透由

文化藝術、文化觀光來活化原本閒置已久空間，並且希望帶動澎湖離島文化產

業的發展。因為對推動文化產業有熱情，就大膽向客戶承諾，至於該如何做呢？

我陷於苦思當中，因為這一個文化園區的規劃，我從來沒有做過，只能先從想

像開始...。 
每當我有一個很想做的事，但是不知道該如何下手時，我就會去書店尋

找靈感。《藝術與城市》的作者 - 南條史生，編寫他身為獨立策展人十五年

的軌跡，在這一本書的最後，南條史生寫到如果有充份的土地及資金，希望建

立一個理想藝術村。南條史生所夢想的藝術村情境應該會是如何呢？他所夢想

的理想藝術村的情境是這樣被描述的： 

首先在中央建造一座有展示空間、圖書館以及服務中心的建築物。可以採

用獨棟或者是數間連棟的方式。不遠處有餐廳。這是因為如果將其獨立出來，

那麼外面的人也可以方便利用。而也因為現在的美術館餐廳必須兼顧美味之

故，還必須是全城最好吃的餐廳。餐廳營業到深夜，希望因此可以吸引人潮。

然後在其間一角或者別的地方，還有一間舒適且營業到凌晨的酒吧。在這裡，

當地居民可以和藝術家接觸、對話。或者一位遠到而來的旅行者因為聽聞這間

風格獨特的酒吧而特別來訪更是最好不過的。 

附近還有公寓兼旅館的建築。這是駐村藝術家的住處同時也可以讓來訪者

住宿。看情況有時也可以邀請詩人、學者、文化研究等來駐村。在房間中附有

網路設備是一定需要的。大廳等公共空間即使較為老舊也沒有關係，但也需要

有電腦以方便人們隨時上網。接著在周圍設置創作用的工作室。這是先決定某

些內部的條件後再對內外主要的或年輕的建築師公開競圖建築的設計。所謂的

條件包括像是工作室的面積、住處的面積、瓦斯與水電、洗手間與廚房等設備

的概要。如果蓋了 15 間左右的工作室 / 展示館，整體設施看起來會像是建築

博物館一般。那麼一來，這個設施將不只是對藝術有興趣的人，甚至對建築有

興趣的人也會前來參觀。如果這些人也可以加入與藝術家、當地居民的對話，

就會更加有趣。 

為了穩定藝術村的運作可成立基金會。但是這種組織的經營並不能用官僚

的方式運作，因為會變得沒有意義。因此有必要規劃一套營運制度以彈性的方

式營運。或許有必要委外經營，也要聘用能夠應對藝術家所需的人才。同時，

如果這些中心人員還可以吸聚學生以及當地年輕人的話，會成為更加有活力與

朝氣的藝術村。在展覽室時常舉行最新的展覽，除了成為駐村藝術家的養分之

外同時也會聚集內外部的觀眾。而在較小的展覽室裡，可以採申請制讓駐村藝

術家舉行個展。圖書館內也有充裕的藝術圖書，除了提供駐村藝術家養分外，

同時也方便訪問的專家學者研究。再者，如果可以的話，將包括申請者以及相

關藝術家的資料保管後，可以成立為新進藝術家的資訊中心。在設施中邀請一

些已經成名的藝術家來演講。這些活動不只可以讓駐村藝術家，甚至包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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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地民眾都可以參加。這樣一來，藝術村便會成為一所高水準的藝術大

學，或說擔負了培育藝術家的責任。或許還有許多其他的想法，現在大概是以

上的想法。如果像這樣的藝術村成立的話一定會有很多各類人才進出，而成為

充滿朝氣的場所吧。如此以來一定會培育出擔負未來文化重任的人才出來。 

透過南條史生理想藝術村的述敘，我對於即將進行規劃的「菊島文化園

區」的雛形彷若躍然紙上，與南條史生夢想的理想藝術村所不同，「菊島文化

園區」倒像是一個大觀園，縣府已經對這裡有許多想像，我可能沒法像南條史

生一樣可以任意自由想像。 
這一段即將啟航的學習旅程，我並不知道我的旅程會是怎樣的一番風

景，我姑且把這一段旅程想成是一段唐吉軻德式的冒險與想像的旅程，一段從

台灣本島高雄越過台灣海峽到中間站澎湖，如果不是因為我在大學讀過唐吉軻

德冒險的旅遊故事，隨著年齡漸長，這故事在內心長了芽，我想我一輩子都不

敢越過海洋到這麼一個奇妙且陌生的群島去。 

故事二 我的社會實作田野 

就如同一位衝浪手，想自在地乘風破浪，就得經過一番練習一般（魏明

德，2008），所以，要想在接下來的旅途中自在優游，就得對澎湖群島有一些

瞭解，這也是有利於讀者對我的旅行進行想像與思考。 
宛若灑落在太平洋台灣海峽上的一串珍珠串，澎湖群島由將近一百個大

小島嶼所組成，地處大陸和台灣之間，居海峽中央偏東。過去葡萄牙人航海路

經此地，給予” Pescadores”之稱，也就是” 漁夫之島”的意思。在地居民原本主

要依靠海洋資源為生，澎湖歷史舞台的特色也是漁業重心，在全球化與後工業

化時期的演進過程中，” Pescadores”因未能順利銜接產業的轉變而沒落，經濟

逐漸被邊緣化。 
澎湖的狂風，不僅使商賈漁夫的行船貿易大受影響，對於當地的農作生

產也造成極大的限制與損害。肆虐長達半年的東北季風，更造成海面波濤洶湧

澎湃，水氣飛沫動輒隨風揚起，所到之處，形成對植物生長極大的“鹹雨＂，

使得澎湖幾致草木不生。雨量稀少、土地貧瘠，狂風再加上鹹雨，種種不良的

自然條件，造成地區經濟生產薄弱，嚴重地限制其開發進度（張玉璜，1998），

因而造成澎湖大量人口外移。這樣的澎湖群島如何進行地區發展？如何解決人

口老化、人口外移嚴重，經濟上不振與流失的問題？利用閒置空間引進新興產

業，吸引旅居在外澎湖鄉親子弟回鄉發展，似乎是一個契機，而有了「菊島文

化園區」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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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文化園區」在 2011 年開發時，是在推動澎湖觀光發展背景之下被

規劃，園區的資源也大多來自於中央交通部觀光局 – 魅力景點的預算。如果

我們細部去看整個「菊島文化園區」規劃，並且對照南條史生對藝術村的想像，

這整個園區其實是一個在觀光資源支持下的一個園區。可惜的是，縣府對於文

創園區的想像只放在位於莒光新村內的「莒光新村二期計畫文創產業、二手特

色商品區」和佔地 1,200 平方公尺的「中正堂藝文展演區」。縣府希望這兩個

基地能委外經營，於是我們團隊的工作重點是推動和進行 ROT 前置規劃與招

商計畫。 
「莒光新村二期計畫文創產業、二手特色商品區」和「中正堂藝文展演

區」的基地位在莒光新村內。莒光新村是在民國 49 年、51 年和 54 年由婦聯

會分三批先後建造完成，為灰瓦、玄武岩石牆結構的眷村宿舍，莒光新村共有

80 戶人家，整個眷村空間分為乙、丙、丁等三級，依照職階分配，居民多為

防衛部所屬機關的官兵眷屬，因為後來眷村宿舍調整合併，現存有住戶 71 戶。

在民國五、六十年代，位於眷村宿舍隔壁的中正堂是莒光新村居民最佳休閒處

所，年輕人到中正堂約會、看電影，老人家則把中正堂當成是聚會、聊天的好

地方，中正堂內的撞球間、福利社、電影放映前後四處叫賣的小販，更是莒光

新村內孩童流連忘返的天堂。早晚到旁邊中正堂走走找人抬槓、串門子、打麻

將、喝茶下棋…，站在巷裡就聞到各家各戶的飯菜香，推開紗窗就見到家人的

臉…，這個位於莒光新村「菊島文化園區」的地方，對澎湖在地某一些人來說，

有著半世紀的生命記憶，而這裡對當地一位公務員 John、與楊建築師團隊也

有他們想要實踐的一個夢想。 
這一大片面積的莒光新村就位在澎湖最熱鬧的馬公市，因為緊靠著澎湖

內海風景非常好，原本地方有力人士希望能以 BOT 的方式開發蓋五星級飯

店，將這麼一大區域的眷村拆除，當地一位公務員 John 希望能夠保留並且向

高層與地方有力人仕勸說，似乎效果不大好，還好現在兩岸關係漸漸變好，雙

方互訪頻繁，一次一位中國大陸某副市長來到這個地方，大大地稱讚莒光新村

如果能夠保留應該可以吸引大陸人來此旅遊，於是讓高層想起確實應該保留。

透過 John 向中央爭取成為台灣十大魅力景點之一的預算挹注，於是有了硬體

補強和整修的預算。透過公共工程採購的招標程序，專業於文化資產保留的楊

建築師 Young 得到這一個負責眷村整修的專案工作。原本楊建築師依照合約

必須在半年內將整修與規劃設計完成，但是 John 認為政府應該沒有辦法自行

營運，一來政府並不擅於文創園區的經營管理、二來後續維護政府財政上也不

許可，這個地方應該要採 ROT 委由民間來經營才對，也就是要透過招商找到



 
114      輔仁管理評論，第二十卷第一期，民國 102 年 1 月 

經營者，然而 John 也知道只有找到潛在投資者的時候，Young 的工作才不會

是浪費，因為結構補強與初步規劃設計如果能接上潛在投資者的經營需求，這

樣才是合理程序。浪漫且富有想像力的 Young 在工作會議上也主動提出他希

望縣府找到藝術家團隊後，再依據藝術家的需求來進行設計與整修，於是建築

師團隊暫時停工，而找到潛在投資者與藝術家團隊的工作就成了我們團隊的工

作挑戰。 
對當地人或是一般都會人來說，大概都不看好 John「莒光新村二期計畫

文創產業、二手特色商品區」和「中正堂藝文展演區」的招商，因為大家覺得

過去文化局舉辦免錢的文化表演在地人都不去看了，澎湖常住人口才 6 萬多人

根本無法支撐所謂文創消費市場，澎湖人一定不會去投資不賺錢的文創產業。

另外，要在中正堂引進觀光表演團隊更是不可能，澎湖在地大學主要是漁業養

殖、食品加工、觀光遊憩科系，根本也沒有文化表演或藝術系所，如何來支撐

中正堂表演藝術活動和表演人才的培育工作呢？也有一些人在看 John 的笑

話，覺得他在做夢。剛好，John 也遇到我這一位喜歡做夢的人，我想想如果

招商不成功，因為是自己新開來做實驗用的公司，賠錢也沒關係勉強還可以負

擔，也跳下水和 John 一起作夢吧。 
我就是想要來試一試，應該沒有不可能的事，我覺得 John 要做文創園區

也不是為自己，文創是一個新的產業，如果要年輕人回流，就應該要為澎湖發

展新產業，創造年輕人工作的機會。雖然我們團隊的工作重點是推動和進行

ROT 前置規劃計畫，說穿了就只是一個替縣府評估委外經營可不可行的一個

評估計畫。但是，對我來說，完成政府委託的專案只是其中一個項目的達成，

我自己想要思考的重點是：「菊島文化園區」如何規劃成為一個文創園區，這

個園區有沒有可能成為推動澎湖文創產業發展的基地？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所

操作的「莒光新村二期計畫文創產業、二手特色商品區」與「中正堂藝文展演

區」，應該是未來文創園區的管理中心，這個管理中心的空間規劃該如何規劃、

管理組織應該如何設計、未來的潛在投資者又該是哪一些人呢？我和我的團隊

在未來又應該扮演什麼樣的角色?我想這一些都是我的挑戰。而我第一個挑

戰，就是要把大家認為文創產業在離島發展是可能的誘因找出來，因為我知道

如果沒有市場誘因就找不到投資人。於是，我又回到書店去尋找靈感。 

故事三 從想像到尋找各種可能性的過程 

近幾年來，文創產業似乎成為台灣各行各業耳熟能詳的名詞，書店相關

文創的書籍應有盡有，對於文創產業如何發展的論述、政府對文創產業進行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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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政策補助、工業或是文化襲產(heritage)空間活化策略、英國與北歐如何能夠

發展文化產業...等等，相關的書很多，唯獨沒有一本書告訴我如何從無到有地

扶植一個地方的文創產業，特別是在邊陲地方 - 一個連包括當地人都不看好

的離島，如何來做?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於是我想想就先去旅行再說吧！

我想先看一看幾個文建會規劃的文創園區。從台南、台中、嘉義、花蓮，我總

共看了 4 個文創園區，一邊看我一邊有一些想法產生。我看見這些中央資源挹

注的園區，政府花了大錢進行空間的整修，除了台南以外，另外台中、嘉義、

花蓮 3 個文創園區都是採取舊工業生產的閒置空間進行整修，我發現這些文創

園區似乎並不在市中心區，我到訪時大部分都是空蕩蕩地，實在非常可惜。 
 澎湖應該引進現代藝術表演還是傳統藝術表演？因為我自己的偏好與偏

見，這個西方好還是東方佳的抉擇，讓我困惑許久。我從來不看傳統東方藝術

表演，我比較喜歡西方表演藝術包含歌劇、爵士樂、古典樂，我認為如果連我

自己都不愛看別人怎麼會喜歡看，因此覺得地方戲曲或是傳統藝術表演是沒有

市場。然而，團隊所收集到的資料都告訴我，澎湖是南管的發源地、地方傳統

歌謠特別是 - 褒歌，褒歌是澎湖常民的地方歌謠，傳統文化資源非常豐富，

文化局也刻意培植自己在地的國樂團，我的內心告訴我挖掘豐富傳統故事、歌

謠，以新的展演方式呈現這才是中正堂存在的目的不是嗎？這樣的困惑，在幾

次宜蘭旅行，宜蘭人的蘭陽博物館與宜蘭傳統藝術中心給了我思考的方向。「蘭

陽博物館」被地方人士以地方生態博物館為定位，透過媒合藝術家與社區合作

開發宜蘭地方的工藝產業，為地方工藝與匠師尋找新活力，這是「蘭陽博物館」

一開始規劃的定位，也是博物館存在的社會價值之一。宜蘭「傳統藝術中心」

OT 廠商 - 統一集團把台灣傳統藝術搬上文化觀光舞台，透過 DIY 教學、國

中小學生的戶外教學，讓中小學生、家庭旅遊和一般觀光客，在園區內與傳統

藝師學習傳統工藝，參與傳統表演藝術的教學，欣賞包含：歌仔戲、南管、北

管、武術、客家小曲...等傳統藝術表演與展覽，宜蘭「傳統藝術中心」是一個

企業與政府合作的成功案例，這也是傳統藝術與觀光的商業結合。於是，透過

近半年的閱讀、旅行、對話與思索，我總算找到澎湖文創發展的市場與方向。 
澎湖將近 700 年的文化與傳統可以是創意生活產業的展現；在地藝術家

精湛的石雕工藝可以是工藝產業的展現，而中正堂在觀光旺季可以以觀光定目

劇的型式來展演，淡季時可以以培力在地表演藝術人才為主要。澎湖雖然常住

人口只有六萬餘人，但是觀光客一年有七、八十萬人多，由於交通緣故澎湖的

旅遊市場是採取計畫性旅遊，觀光客通常會待三天兩夜，平均消費為八千餘

元，一年觀光產值保守估計為五、六十億，與文創有關的消費可以是餐飲、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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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娛樂，換算下來，澎湖文創市場至少有二十億左右的市場規模，與台灣其

它文創園區不同，都市的文創園區大多是在地消費來支撐文創市場，而澎湖發

展文創的獨特是 - 澎湖的文創市場是由觀光市場所支撐，這就是澎湖發展文

創產業的優勢啊！於是我找到了連結 John 與 Young 夢想的支撐點。有了支持

夢想的支撐點了，但是資本家和創業人在哪裡呢?這是我第二個挑戰。 

故事四 資本家與創業者的媒合 

在花蓮旅行時我住在一間民宿，當地一些藝術家與民宿業者抱怨花蓮文

創似乎是財團的文創，當地人並沒有參與的機會和可能，於是我就在思索文創

業者都是微型企業為主，以 ROT 或者 BOT 的方式進行閒置空間的經營，當然

只有財團才有財力和人才來經營，但是未來我想媒合資本家與年輕人來一起合

作，讓資本家的財務資本與年輕人的創意資本互相連結。而我在 2010 年幫縣

府做銀髮族度假村 BOT 可行性評估規劃時，發現 - 澎湖鄉親對自己的家鄉特

別依戀。每次去拜訪這些長輩時，他們都會謝謝我能夠為澎湖打拼，然後告訴

我他的家鄉在澎湖哪裡？小時候的生活是如何？甚至有些鄉親也告訴我雖然

年紀大了，但是現在做夢還是做小時候在澎湖生活的夢。 
 澎湖因為工作機會不多，加上環境的關係討生活非常不容易，所以很多

人在初、高中ㄧ畢業就離開家鄉，保守估計在台灣的澎湖人大約有一百五十萬

人。由於澎湖人吃苦肯打拼，在各行各業特別在漁業進出口、建築營建業、造

船或是海運業都獨領風騷。文創園區是位在澎湖的精華區內非常具有商業價

值，我並不想要以精華區的土地概念來吸引潛在商業投資者，我認為只有家鄉

人會珍惜自己家鄉文化，我想找一位類似社會資本家，以發展社區為主要，但

是也要有具備商業發展經驗的鄉親來成為文創園區的資本家，於是開始一一拜

訪潛在的鄉親成為文創資本家。一開始尋找資本家不怎麼順利，在途中也有想

放棄的時候，或許是受台灣「賽德克‧巴萊」電影成功，激勵我繼續達成理想

的啟發吧，當時魏德聖導演因為想拍一部自己想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而

歷經千辛萬苦，雖然尋覓投資人不順利，但是他不放棄，這樣的態度也激勵我

繼續走下去。透過一次一位以深度訪談的方式來拜訪潛在資本家的方式，最

後，我總算在台北「明星咖啡廳」找到一位剛從大陸經商回來，想要回澎湖定

居的一位資本家 Boss，於是我開始進行接下來媒合年輕創業家的過程。 
一位家鄉在澎湖東吉嶼的年輕人 Andy 告訴我，每次他陪爸爸回家鄉時雖

然船已經離開東吉嶼很遠，但是爸爸還是很不捨的不斷地回頭望，因為我觀察

他長期在文化設計這一行工作已經二十幾年，從平面設計、包裝印刷、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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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規劃都市他的長項，人也非常老實與實在，我問他想不想來做文創園區

的執行長，他可以來試一試經營一個園區，資本家我已經找到，建築師團隊也

會協助在硬體空間的部分，或許 Andy 跟我一樣也想接受挑戰，於是 Andy 就

開始與 Boss 一段媒合的歷程。Andy 是一位努力的人，有些時候很擇善固執，

但是他有才華，是一個執行的好夥伴，Boss 年輕時在中國參與海南島開發，

是一個把數字抓的很緊的生意人，於是 Andy 必須一分一毫地精算每一分錢，

他常常跟 Boss 報告預估投資金額與投資報酬率，一次又一次，每次 Boss 都會

很悲觀地告訴他文創市場不樂觀，應該還可以再保守、再謹慎評估，這似乎讓

Andy 很喪氣。 
我很擔心 Andy 會意氣用事，把好不容易找到的資本家剔除，於是有一天

打電話給 Andy 談一談。我記的那一天在中山大學校園，我和 Andy 坐下來討

論，如果這一次文創園區要經營成功的話，我們做需要什麼樣的資源，討論後

我們的結論是第一是我們需要創意，這個園區在硬體部分政府已經負擔大部

分，文創園區的投資最主要是創意，創意是文創園區的靈魂；再來第二我們需

要的是團隊，因為要有創意首先就要有由不同人組合的團隊，但是團隊成員必

須具備相類似的理念，有共同的目標與理想，最後才是財務。而 Andy 告訴我

他想走自己的路，他不想順著資本家 Boss 的意思，把文創園區弄得只是生意

人精心算計的商業買賣場所，他想要走自己的路，建立自己的團隊。或許是受

到 Andy 堅定的感動吧，我把自己所讀過魏導演寫的哪一本描述他如何一邊找

投資人、一邊灰心、又是如何地激勵自己充滿熱情地把電影完成的書送給

Andy。過不多久 Andy 就離開資本家，走自己的路尋找其他夥伴。 
這就是 John、Young、Boss、Andy 還有我在澎湖開展文創產業的旅程故

事。人的生命故事是不會結束地，是持續開展的生命旅程，我們知道接下來的

旅程持續還是會有挑戰的時候，更也會有茫然不知所措的時候。雖然我們的力

量很小，資源也不足，但是，就是希望台灣的文創產業因為有我們勇敢走自己

的路而逐漸開展，這是一個還等待我們繼續努力的故事，因此，故事未完，待

續...。 

伍‧ 研究發現 

所謂敘說探究，簡單地來說就是將故事表達本身視為研究問題來加以剖

析，從敘說者如何捕捉、呈現與解釋創業經驗的角度來研究與理解，說者的環

境與其心靈所處狀態。在以上創業敘說文本當中，透過創業者陳述與表達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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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創業歷程中所思、所想與所感的創業經驗，讓研究者可以洞察創業者的環

境與心靈是如何、何時與為什麼互動。以下表一為我們在 4 段創業敘說研究文

本所整理在創業故事裡所呈現環境與心靈互動與邊界工作發現： 

表一:在創業敘說文本中所呈現環境與心靈互動以及邊界工作整理 

創業 

敘說 

環境 

(創業敘說文本) 

心靈 

(創業敘說文本) 

心靈與環境是如何、何時

和為什麼互動 
邊界工作的發現 

故事一 

先從想像 

開始 

 2010 年四月初

春天，我有一個

機會可以為澎湖

離島規劃一個文

化園區...這個園

區的規劃基地，

原本是一大片閒

置的營區與眷

村.....澎湖縣政

府希望透由文化

藝術、文化觀光

來活化原本閒置

已久空間....。 

 ...至於該如何做

呢？我陷於苦思

當中，因為這一

個文化園區的規

劃，我從來沒有

做過，只能先從

想像開始...。透

過南條史生理想

藝術村的述敘，

我對於即將進行

規劃的「菊島文

化園區」的雛形

彷若躍然紙上...

 這一段即將啟航

的學習旅程...我
姑且把這一段旅

程想成是一段唐

吉軻德式的冒險

與想像的旅程.. 

 創業者在其社會創

業環境中有為離島

地方政府提供文創

園區規劃與 ROT
招商的機會，這機

會開起創業者讓文

創產業在離島開展

的社會創業實作旅

程 

 雖然創業者並沒有

實際規劃的經驗...
透過閱讀幫助創業

者對卽將要進行的

規劃基地有一藍

圖。因為大學時期

閱讀唐吉軻德故事

的啟發也幫助讓創

業者勇敢從都會到

離島開始其社會創

業行動。 

 透過南條史生對

藝術村的想像，

幫助創業者跨越

原本對於文創園

區規劃一無所之

的知識邊界限制

 透過對唐吉軻德

冒險故事的啟

發，讓創業者對

於即將啟程的旅

行有了自己的想

像。於是，想像

幫助創業者跨越

原本身處於都會

空間邊界的限

制，開始一段創

業學習旅程。 

 

故事二 

我的社會 

實作田野 

 澎湖歷史舞台的

特色也是漁業重

心，在全球化與

後工業化時期的

演進過程中...因
未能順利銜接產

業的轉變而沒

落，經濟逐漸被

邊緣化....種種不

良的自然條件，

造成地區經濟生

產薄弱，嚴重地

限制其開發進

度...因而造成澎

湖大量人口外

移。 
 對當地人或是一

般都會人來說，

 我就是想要來試

一試，應該沒有

不可能的事，我

覺得...文創是一

個新的產業，如

果要年輕人回

流，就應該要為

澎湖發展新產

業，創造年輕人

工作的機會.. 

 ...我自己想要思

考的重點是：「菊

島文化園區」如

何規劃成為一個

文創園區，這個

園區有沒有可能

 雖然澎湖因為未能

順利銜接產業發展

轉變而沒落，經濟

也因此逐漸被邊緣

化，但是創業者就

是想要來試一試，

她的內心想著應該

沒有不可能的事，

也自覺到文創是一

個新的產業，如果

要年輕人回流，應

該要為澎湖發展新

產業，來創造年輕

人工作的機會。雖

然心裡也很清楚離

島當地經濟環境條

件的不樂觀，但是

 創業者所身處社

會創業環境，不

論是自然環境與

當地傳統漁業產

業，表面看起來

都不利於發展新

興的文創產業，

對當地人來說更

是覺得是不可能

的任務，如何透

由文化藝術、文

化觀光來活化原

本閒置已久空

間，帶動年輕人

就業的機會，這

一些種種都引發

創業者在經濟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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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都不看

好...，因為大家

覺得過去文化局

舉辦免錢的文化

表演在地人都不

去看了，澎湖常

住人口才 6 萬多

人根本無法支撐

所謂文創消費市

場... 

成為推動澎湖文

創產業發展的基

地？...我第一個

挑戰，就是要把

大家認為文創產

業在離島發展是

可能的誘因找出

來，因為我知道

如果沒有市場誘

因就找不到投資

人... 

創業者非做不可的

信念開起接下來離

島發展文創產業的

經濟支撐力尋找的

挑戰。 

界限制上的思

考。  

故事三 

從想像到 

尋找各種 

可能性的 

過程 

 近幾年來，文創

產業似乎成為台

灣各行各業耳熟

能詳的名詞，書

店相關文創的書

籍應有盡有... 

 從台南、台中、

嘉義、花蓮...我
看見...除了台南

以外，另外台

中、嘉義、花蓮

3 個文創園區都

是採取舊工業生

產的閒置空間進

行整修...這些文

創園區似乎並不

在市中心區，我

到訪時大部分都

是空蕩蕩地... 

 宜蘭人的蘭陽博

物館與宜蘭傳統

藝術中心給了我

思考的方

向....OT廠商 統
一集團把台灣傳

統藝術搬上文化

觀光舞台...是一

個企業與政府合

作的成功案

例...。 

 於是我想想就先

去旅行再說吧！

我想先看一看幾

個文建會規劃的

文創園區 

 與台灣其它文創

園區不同，都市

的文創園區大多

是在地消費來支

撐文創市場，而

澎湖發展文創的

獨特是 - 澎湖

的文創市場是由

觀光市場所支

撐，這就是澎湖

發展文創產業的

優勢啊！於是我

找到了連結

John 與 Young
夢想的支撐點...

 澎湖應該引進現

代藝術表演還是

傳統藝術表演？

因為我自己的偏

好與偏見，這個

西方好還是東方

佳的抉擇，讓我

困惑許久...我的

內心告訴我挖掘

豐富傳統故事、

歌謠，以新的展

演方式呈現這才

是中正堂存在的

目的不是嗎？.. 

 雖然台灣社會環境

瀰漫一股文創產業

發展熱潮，各式各

樣文創書籍應有盡

有，但是就是沒有

一本書告訴創業者

啟動離島文創產業

發展的秘訣，於是

創業者決定去旅行

尋找解答。 

 創業者所處的創業

環境是南管的發源

地、地方傳統歌謠

特別是 - 褒歌，褒

歌是澎湖常民的地

方歌謠，傳統文化

資源非常豐富，然

而，創業者由於個

人對文化的認知差

異，讓其內心困惑

許久，由於其內心

告訴她挖掘豐富傳

統故事、歌謠，以

新的展演方式呈現

這才是中正堂存在

的目的，這樣的困

或讓創業者面臨發

展西方或是傳統東

方文化的困惑。透

過創業者內心困惑

與旅行時的所見，

讓創業者找到支撐

離島道文創發展的

支撐點也讓創業者

找到澎湖發展文創

產業的方向了。 

 創業者個人文化

的偏好，也讓她

在自身文化邊界

限制上進行思

考。，創業者這

樣的困惑，在幾

次宜蘭旅行，透

過身體位移的旅

行，給了她思考

的方向。而透過

旅行創業者看見

宜蘭『宜蘭傳統

藝術中心』的政

府委外廠商把台

灣傳統藝術搬上

文化觀光舞台，

是企業與政府合

作的成功模式，

這也是傳統藝術

與觀光商業結合

的成功案例。於

是，創業者旅行

的所見、所思、

所感，幫助創業

者跨越文化邊界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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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四 

資本家與 

創業者的 

媒合 

 在花蓮旅行時我

住在一間民宿，

當地一些藝術家

與民宿業者抱怨

花蓮文創似乎是

財團的文創，當

地人並沒有參與

的機會和可

能.....我記的那

一天在中山大學

校園，我和 Andy
坐下來討論，如

果這一次文創園

區要經營成功的

話，我們需要什

麼樣的資源....... 

 於是我就在思索

文創業者都是微

型企業為主，以

ROT 或者 BOT
的方式進行閒置

空間的經營...我
就在思索...未來

我想媒合資本家

與年輕人來一起

合作，讓資本家

的財務資本與年

輕人的創意資本

互相連結.... 

 創業者 MBA 背景

讓其以為財務資本

在文創創業過程是

很重要，也因此認

為文創園區如果要

經營成功，具有商

業發展經驗的老手

很重要，然而，這

樣的認知透過在與

年輕創業者 Andy
對話的互動過程

中，影響也鬆動這

一位深受傳統

MBA 訓練，讓她重

新思考與看待文創

產業最重要的創業

資本是什麼。 

 創業者自己以為

資本在創業過程

是很重要，文創

園區如果要經營

成功，具有商業

發展經驗的老手

很重要，因而想

媒合資本家與年

輕創業者共同創

業，而透過與年

輕創業者 Andy
的對話鬆動也幫

助創業者對於創

業資本的邊界限

制，。 

認知概念研究的歷程傾向特別強調心靈與環境是如何、何時和為什麼互

動，心靈展現與其它認知構念的發展、轉變和運用是扮演著重要角色，因而這

些元素又是如何、何時和為什麼影響或是被影響著人類行動(Gregoire, Corbett 
& McMullen, 2011)。在表一我們所整理創業者在創業敘說當中，分別所經歷

的幾點環境與心靈上的互動，在故事一、二、三、四我們也發現創業者社會創

業歷程中所面臨到在空間、經濟、文化與創業資本的邊界限制，通過表一整理

創業者在 4 段故事中所呈現的環境與心靈互動亦可以發現，幾點創業者在邊界

工作上的發現，分別為：想像帶領創業者跨越知識與空間邊界的限制；旅行讓

創業者找到跨越文化與經濟邊界限制的支撐點；對話讓創業者彼此跨越創業資

本的思維邊界限制。 

邊界工作一： 想像帶領創業者跨越知識與空間邊界的限制 

想像，也稱為想像力，想像是形成意象、知覺和概念的能力。想像是心

靈的工作，有助於創造出幻想。想像有助於為經驗提供意義，為知識提供理解；

想像是人們為世界搞出意義的一種基本能力(Brian Sutton-Smith, 1988)。通過社

會創業者的想像，我們看見長期居住在都市的創業者，原本身處於都會空間邊

界的限制，透過南條史生對藝術村的想像幫助創業者跨越原本對於文創園區規

劃一無所之的邊界限制，也透過南條史生的想像，創業者對於即將啟程的旅行

有了自己的想像。想像在學習過程中也發揮關鍵作用。想像是我們面臨任何事

情的力量（Ron Norman, 2000) ，於是，想像讓創業者跨越身處都會空間邊界

限制，啟程到離島開始一段社會創業學習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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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工作二： 旅行讓創業者找到跨越經濟與文化邊界限制的支撐點 

隨著創業者的敘說，我們也跟隨著她來到這個規劃基地，這個規劃基地

在時代的轉變之下逐漸成為閒置的空間。當地漁業文化為主要產業發展，創業

者如何去挑戰當地傳統漁業文化和經濟發展邊界的限制，她又該如何去跨越邊

界的限制，這成為創業者第二項邊界工作。於是，創業者就先去旅行再說。 
旅行指人徒步或通過交通工具進行的「長距離」位移，也指包含此位移

的活動。創業者從台灣本島南部再向北旅行接著繞行到東部，她看見中央政府

投注大量資源進行這些文化襲產或是舊工業生產閒置空間的硬體整修，雖然花

了大錢進行硬體空間的整修，但是似乎文創產業發展效果不大，創業者到訪時

大部分園區的空間都是空蕩蕩地，實在非常可惜。這趟旅行引發創業者在經濟

邊界限制上的思考，她一邊旅行一邊想著澎湖的確是與台灣其它文創園區不

同，都會區的文創園區大多是以在地消費來支撐文創市場，因為人口眾多足以

支撐一個文創園區的消費市場，但是離島不一樣，支撐澎湖文創消費市場應該

要有獨特點。透過旅行啟發這一位原本就來自於都會區的創業者思考到，澎湖

的文創市場是由觀光市場所支撐，這就是澎湖發展文創產業的獨特與優勢。  
創業者個人文化的偏好，也讓她在自身文化邊界限制上進行思考，創業

者這樣的困惑，在幾次宜蘭旅行，透過身體位移的旅行，透過看見宜蘭人的『蘭

陽博物館』與『宜蘭傳統藝術中心』給了她思考的方向。而澎湖將近 700 年的

文化與傳統，在地藝術家精湛的石雕工藝，澎湖的文創園區應該要被定位為推

動當地傳統文化的基地。另外，透過旅行創業者看見宜蘭『宜蘭傳統藝術中心』

的政府委外廠商把台灣傳統藝術搬上文化觀光舞台，透過觀察學生、家庭旅遊

和一般觀光客，在園區內與傳統藝師學習傳統工藝，參與傳統表演藝術的教

學，企業與政府合作的成功模式，這也是傳統藝術與觀光商業結合的成功案

例。於是，創業者旅行的所見、所思、所感，幫助創業者跨越文化邊界的限制，

讓創業者找到澎湖發展文創產業的方向了。 

邊界工作三： 對話讓創業者彼此跨越資本邊界限制 

對話是指兩個或多個人之間進行的交談。隨著創業敘說，我們來到創業

者故事的終點 - 媒合資本家與創業者的過程。創業者自己以為資本在創業過

程是很重要，文創園區如果要經營成功，具有商業發展經驗的老手很重要，如

果能媒合資本家與年輕創業者，對文創經營應該很有幫助。這樣的認知卻成為

文創產業發展的知識邊界限制。然而，這一位在商學院修習企管博士的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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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與年輕創業者 Andy 對話的互動過程中，讓原本深受傳統 MBA 訓練的

創業者重新看待什麼是在文創產業最重要的創業資本。在與 Andy 的討論中，

對於文創產業得資源他們得到的結論是 - 第一需要的資源是創意；第二需要

的資源是團隊；最後需要的資源才是財務。這樣的分析與對話，幫助創業者跨

越傳統對於創業資本的邊界認知了。 

陸‧ 結論 

在本研究中，透過對創業敘說文本的探究，我們發現社會創業包含邊界

工作的努力歷程，社會創業者必須挑戰既有空間、文化、經濟與資本邊界限制，

而透過本篇創業者的社會創業敘說與認知觀點理論視角，例如觀看創業者心靈

與環境是如何、何時和為什麼互動，其與邊界工作關係，我們可以揭露社會創

業者在區域發展的社會創業中幾點邊界上的工作，例如：想像帶領創業者跨越

知識與空間邊界的限制；旅行讓創業者找到跨越文化與經濟邊界限制的支撐

點；對話讓創業者彼此跨越創業資本的思維邊界限制。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提

出：社會創業包含邊界工作，在社會創業歷程中社會創業者必須挑戰既有空

間、文化、經濟與資本邊界限制。 
從本文我們所參與社會創業實作中，我們也發現 - 社會創業的邊界已經

跨越傳統商業與非營利組織的邊界，而台灣長期以來傳統對於商學院創業教育

與社會或社區發展關懷的分離，遠離社會創業實作者的真實學習需求，台灣教

育學門的精細劃分，在學科間的分割下使得學術界與真實的社會創業空間越來

越疏離，造成社會創業者的養成也越是困難。為了育成社會創業者，我們建議

應鼓勵更多不論是商學院、文學院或是社會學院學生走出教室、進入社會的田

野，參與社會創業的實作歷程是一個適宜的做法。學校政策制定者與學術社群

則應該扮演推動社會創業者育成與發展協助推手的角色。例如，學校可以設計

跨領域的學門課程來開展學生們的知識邊界；成立社會創業育成中心來培育有

興趣參與社會創業的創業者；進而連結社會資本，例如社會創投或業師，來協

助新萌芽的社會創業者，鼓勵並且協助社會創業者組成一個實務的個案分享學

習社群。而教師與研究生也可以進一步透過 Johansson（2008）所建議內部研

究者角色、創建型研究者角色與追蹤研究的角色，參與社會創業實作歷程，挖

掘社會創業實作者的知識，以弭平實務與學術知識之間的鴻溝。 
最後，我們認為不同研究方法上的啟發，將可以揭開社會創業研究的多

元，更豐富與延伸台灣社會創業研究領域，例如以批判和反思性的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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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xive approaches），已在美國以外的創業學術研究界開展著，例如：

Steyaert and Hjorth（2003, 2007）學者所收編的《創業研究的新運動（New 
movements in entrepreseurship）》、《創業視為社會變革（Entrepreneurship as 
social change）》＂系列；和 Hjorth and Steyaert（2004）兩位學者們所共同編

輯的《敘說與論述分析在創業研究的應用：創業的第二波運動（Narrative and 

discursive approaches in entrepreneurship: A second movements in 
entrepresneurship）》。因此，為更豐富與延伸台灣社會創業研究領域的真實

面貌，我們認為台灣需要鼓勵更多學者，以敘說探究研究方法來開採台灣社會

創業者的實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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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ng a social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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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by the Portuguese explorers, the Portuguese name of the Penghu archipelago, “Pescadores”, referring 

to "the islands of fisherman", consist of more than 90 islands, like the drops of pearls in the Pacific Ocean, 

situated on the center line of the strai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For centuries, the local people 

have depended on the ocean for sustenance; however,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fishing-based economy, these 

pearls have become lonely islands of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ory of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an invitation from a Penghu governmental agency, received by one of 

researchers, to plan and set up a cultural district in an unused public space of the Penghu archipelago. At the 

beginning, the researcher travels to these lonely islands and attempts to establish an artistic urban culture, 

inspired by one Japanese artist and her own mindset of urban culture. However, gradually affected by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the site, the researcher finally changed her mindset and decides to revive the reg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treasures, rather than to bring urban culture to the island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provide 

such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 of cultural park planner’s mindset change over the course of a full year as a 

planner, and to reveal how this entrepreneurship is connected to boundary work based on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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