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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精神還是職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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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思維與創業實務管理
模組二：創業家精神
主題：創業家精神還是職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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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today?

• 創業家的特質
• 創業家精神的定義
• 換個視角來看創業家與職業經理人
– 「訊息流管理」往往是區分身分的關鍵

• 組織必須培養「訊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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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的特質
Characteristics of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Hard work Self Confidence

Ambiti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volvement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Creativity Business secrecy

Foresight Accepting 
challenges

Communication ability Risk taking

Technical knowledge Motivating

Administration &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Determination & 
Perseverance

Public relations Goal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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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下列議題的差異…

• 人名 vs 名人
• 事故 vs 故事
• 位置 vs 未來
• Knowhow vs Showhow
• 個人價值 vs 社會價值
• 創業者 vs 創業家
• 創業家 vs 企業主
• 創業力 vs 領導力
• 領導力 vs 追隨力
• 創業精神 vs 創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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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精神的定義

• 創業精神：
–創業者的主觀世界中，具有開創性的
思想、觀念、意志與作風等。

• 創業家精神：
–不斷的利用機會，即使你現在
可掌握的資源有限，持續創造
其商業價值的思維活動。

The pursuit of opportunity beyond the resources you currentl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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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與經理人

創業者 重要商業
實務面向 經理人

由機會的認知所驅動 策略定向 由控制的資源所驅動

短期變革 機會承諾 長期演進

每一階段承諾最低資源
多重階段 資源承諾 決定後就會有完全承諾的

單一階段

必要資源的偶爾使用或租用 資源控制 必要資源的擁有或利用

扁平、多重非正式網路 管理結構 正式化的層級制度

價值驅動、績效為準、
團隊導向 獎勵制度 安全驅動、資源為準、

升遷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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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專業人士的尊稱！

• 創業者與創業家的差異
–第一次創業的人，我們稱為創業者。
–連續且成功的創業者，有一定的方法論與洞見，我們稱為「創業
家」。

• 職業者與職業家的差異
–謀求職業的人，我們稱為職業者，或職業經理人。
–連續且成功的職業者或職業經理人，懂得怎麼有效率的達到創業
家的目標，我們稱為「職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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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家(Entrepreneur) vs 職業家(Intrapreneur)
在近期的商業文獻中，不乏旨在描述創業家特徵和界定創業家各種角色的資訊。

而職業家一詞，則是非常新的商業詞彙補充，職業家為企業提供了新的增長途徑。

讓我們將探討創業家和職業家之間的主要區別和相似之處。

獨立性
可完全獨立的創造方式和
治理自己的創業項目

時間限制
需要極快速的成功

故需承擔可想而知的極大壓力

風險
創業家需評估所有的事業風險

附加價值
創業家必須展示

附加價值給所有的股東

資源
創業家需要找到必要資源

決策
創業家需參與所有

策略相關事件及制定決策

獨立性
非完全但相對獨立的創造方式和

治理他們的內部專案

時間限制
以圓滿達標為目標

來發展和優化他們的內部專案
承受相對而言較少的壓力

風險
職業家需衡量一些與
專案相關的風險

附加價值
家族企業需提供
額外的擔保給股東

資源
職業家有核心資源的使用權

但需槓桿資源及利潤

決策
職業家分享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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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從網路生活的資訊流動看訊息過載的管理

p 從訊息管理看專業經理人與創業者

p 職涯規劃的淺見

從訊息管理看甚麼是
「職業家(專業經理人)」與「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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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絡生活的資訊流動
看訊息過載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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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網路訊息正在改變你的大腦的五種情境：
p 令人上癮像似毒品
p 多工而導致事倍功半
p 幽靈震動症候群(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
p 你的大腦以為是獎勵 -多巴胺(Dopamine)效應
p 改變原始與人互動的真實性

p 我們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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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ny other diet, moderation is key to success,” says internet marketing expert Larry Bailin. 
“Food is not harmful, too much food is harmful. To lose weight, you pick and choose what to eat, 
when to eat, and why to eat it.” Controlling the data you consume means selecting the data that is 
critical to your success, while ignoring the data that is not.

網路行銷專家 Larry Bailin認為我們對待數
據應該像對待食物一樣。「食物本身無害，
但是吃多了是對身體不好的」。同樣，我們
也應該有選擇性的接受數據，忽略那些無意
義的數據。

避免信息過載的四個建議：

n 建立資訊排序系統
n 保持社交媒體中資訊流的簡潔
n 控制自己使用數據的總量
n 在睡前一小時停止使用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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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訊排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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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緩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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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邏輯的時間四象限

投資
Investment

生產
Production

消費
Consumption

浪費
Waste

這代表使用時間進行工作
或活動，直接產生價值或
成果。例如，一個人在工
作中完成項目任務，為公
司創造收益，或是為客戶
提供服務，這都是在使用
時間進行生產性活動。

在這個象限中，時間的使
用主要為了獲得個人滿足
和快樂。舉例來說，下班
後去看一場電影或和朋友
共進晚餐，這些活動是在
消費時間，用以享受生活
和放鬆身心。

投資型時間使用意味著你在
當下的活動可能不立即產出
成果，但是 為未來的
收益打基礎。比如，學習新
技能、健身或建立人脈，這
些投入可能不會立即帶來回
報，但長期看有助於個人或
職業發展。

若時間使用沒有產生任何形
式的價值，不論是立即的或
未來的，就可以被認為是浪
費。例如，無目的地在社交
媒體上滑手機或過度地打電
子遊戲，如果這些活動沒有
給你帶來滿足感或任何形式
的投資回報，那麼它們就是
時間的浪費。

舉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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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並規劃
你的社交媒體

保持社交媒體中資訊流的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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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給自己設定時間
查看Email, Line
或訊息等

ü 延長打開訊息的
時間

ü 提昇訊息的品質

控制自己使用數據的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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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天發生的事情

在睡前一小時停止使用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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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排信息過載的
網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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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一小時的專注時間

每天早上在沒有干擾的環境下工作。

• 兩個電腦

• 不開瀏覽器、傳訊軟體等

• 專心完成工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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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能快速推進的工作都給合作夥伴來做
–就可以從自己的合作夥伴那裡快速獲取信息
–電子郵件就變得不那麼緊急

• 對於不是很緊急的郵件，會用電子郵箱的稍
後提醒功能

• 使用一個沒有電子郵件或傳訊軟體功能的
iPad進行閱讀

• 改變數位環境來加強自我控制能力的方法

在使用電子郵件與傳訊軟體時，
建立一個防止分心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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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直使用手機（尤其是在課堂上）。
• 不要被手機綁架，當你在學習時，把手機放在遠
一些的地方。
• 不要待在家里“黏”著手機；在陽光明媚的日子裡，
出去曬曬太陽吧！
• 不要把你的照片發給你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的人。
• 不要一直讓你的父母為你的手機使用傷腦筋；省
下一些時間去運動或是去看表演吧！

和手機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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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常出錯的十種類型：
 理論錯誤 關係錯置
 不懂保留 多重災難
 忽冷忽熱 忽略過程
 便宜行事 官商互惠
 名不符實 戲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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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Work深度工作力：
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

• 選擇深度工作的模式
– 修道院式：讓人非常難以連絡上。
– 雙模式：設定某一些日子或月份完全進行深度工作，其他時候完全是淺
薄工作。

– 節奏式：設定早上固定時段進行深度工作，下午做一小段淺薄工作，然
後再用深度工作替工作結尾。

– 記者式：許多記者會在採訪、撰文之間往返，這種模式講求在不同的任
務之間，快速切換成深度工作。

• 學會安排放鬆
– 安排分心的時間：上社群媒體或者是收看新聞，讓這段時間能夠在自己
的掌控內，可以達到吸收資訊的效果。

– 生產性冥想（productive meditation）：先對自己提一個想要思考的問
題，然後去做一些讓「身體勞累」，但「頭腦放鬆」的活動，讓這個問
題在腦袋的背景狀態執行。例如散步、健身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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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選數位工具
–進行三十天的數位斷捨離，仔細紀錄每一種工具的使用與否，
對生活和工作帶來什麼影響（正面、負面都要記錄）。

–如果讓心智在醒著的時候都做有意義的事，一天結束時會感覺更
充實。

• 減少淺薄事務
–確認淺薄事務的比例：對每一天的工作內容做紀錄，增加深度，
減少淺薄。

–安排深度工作時間：排出給「自己」的深度工作時間，而不是全
部留白讓別人來幫你安排淺薄工作。

–讓自己難以聯絡：在一天當中設定固定的回覆訊息時段，批次性
一次回覆。

Deep Work深度工作力：
淺薄時代，個人成功的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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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訊息管理看什麼是
「專業經理人」

Copyright (C) 2023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4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只要你從事的不是勞力活的工作，不論你具體做什
麼職務，現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你其實都是在做同
一件事：
主動或被迫吸收大量的資訊，
讓這些訊息在你的腦中發生物理或化學變化，
然後在傳遞訊息出去，最好能創造新價值。

Copyright (C) 2023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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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曾是美工設計、機
械工程師、客服、採購、開
店經理。
後來，我從事商業開發、醫
療營運、財務規劃。。
現在，我是企業經營者、顧
問、教練、新創投資者…

一直以來，各種身分的切換，
基本上都是跟訊息打交道。
隨著技術與科技日新月異，
處理訊息的方法也不斷疊代
翻新，遠古時代到互聯網時
代，大概有兩類錯誤的思想
脈絡…

Copyright (C) 2023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4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強行記憶 分類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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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行記憶

l訊息的本質是 “連結”

l記載大腦的事情容易
忘，所以我們需要企
劃書

l頭腦是用來思考的

教育就是當一個人把在學校所學
全部忘光之後剩下的東西。

https://zh.wikiquote.org/wiki/%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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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搜尋

Ø指望什麼訊息都只要能上網
就搜尋的到，人就被機器奴
役了

Ø一篇會值得讀第二次的文章，
就該收藏起來，或用自己的
語言寫出來

Ø過度依賴搜尋引擎，可能會
因為忘了關鍵詞而疲於查找

Ø互聯網世代的工具有好處，
也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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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外部系統
筆記本或資料櫃 ð 線上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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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 合作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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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人腦不一定擅長記憶事物，但是很
擅長識別事物

ü IBM做過的實驗，搜尋與分類的查
找速度，前者快，後者準。

ü搜尋考演算邏輯，分類靠經驗邏輯。

ü即時採集是把時間的有限轉換空間
的無限

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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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ü 排版(Word) 、筆記(Evernote)與
寫作(Scrivener)要採用合適的工具

ü共筆，共同編輯是科技創新的一個
紅利

ü突破時間、地點、工具等的限制

ü集體智慧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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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

ü 文中連結創造了過去書寫內容時無
法達到的創新

ü截圖讓資訊視覺化且能快速傳遞

ü不成熟的想法因為大量的串連而有
效能釐清其脈絡

ü詞彙相關性的匹配催生「人工智慧
輔助寫作」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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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間的身分切換
所面臨的挑戰

如何做好訊息管理

兩個迷思

強行記憶

強行記憶 強記好用，短期有效，長期價值有限

分類搜尋 用工具提身效率，而不是被工具奴化

建立一套外部系統，協助做好訊息管理與自我提醒、反思優化

採集 合作 創造

記憶 v.s. 識別
搜尋 v.s. 分類
演算 v.s. 經驗
時間 v.s.空間

排版（Word)
筆記（Evernote)
寫作（Scrivener)

共筆智慧

截圖＋有限時間
的延伸＋…

創造新訊息管理
方法 –

 輔助寫作法

分類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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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訊息管理看什麼是
「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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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需要的
信息管理能力：

p 第一手資訊
p 宏觀視角
p 客戶與競爭對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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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資訊

p 離開辦公室，去找潛在客戶與真實
客戶交流

p A/B Test的誤用
p 數據告訴你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

沒有告訴你為什麼發生
p 實際的接觸會了解客戶哪些需求需

要被滿足
p 記住！努力去獲取第一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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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視角

p 對客戶、市場和競爭環境的總體訊
息

p 如：網站調查、社交媒體、銷售數
據、財務報表上的盈利或虧損信息、
市場調研數據、A/B測試、客戶問
卷

p 收集全局訊息，有助於增加途徑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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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與競爭對
手的視角

p 把自己放到客戶和競爭對
手的位置，以便於推斷競
爭對手可能的行動並預測
客戶的需求。

p 角色扮演有助於「下一步」
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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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資訊 宏觀視角 客戶與競爭對手
的視角

創業者需要的信息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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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資訊

宏觀視角

只關注一手資訊，可能會失去
掌握趨勢

只關心宏觀視角，可能讓你漏
掉「基本事實」

客戶與競爭對
手的視角

角色扮演，不確定對方真實想
法，可透過一手訊息校正

必須結合三種訊息，
作為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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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必須培養「訊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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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訊息文化」
p鼓勵大家分享「有價值」
的資訊，而非好消息而已

p獎勵累積知識的人，
嚴懲掩蓋錯誤訊息的人



Copyright © 2024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從訊息管理看創業者與職業經理人之我見：

創業者與職業經理人的最大差異在於，對於「競爭」的看法與立場。
競爭，對創業者而言是零和遊戲; 對職業經理人卻是養成路徑。換一個
角度而言，創業者本身是追求0到1的過程，職業經理人是努力從1到10
到N的過程。
訊息管理的差異可以明確分辨創業者有三個重要立場不同於職業經理人

一、要準備好承受很多的傷害。

二、不要浪費時間進行小的改進。

三、不斷尋求批評。

WISE VIEW



Copyright © 2024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這是一個
「個人管理」的歷程



Copyright © 2024
Yi-Chuan Lin.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你還記得說明會上說的：
用策略邏輯規劃第二人生

現況

期望

差距 (GAP)

路徑
(PATH)

願景

V VISION

INNOVATION

PIVOT; PATH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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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不同階段的任務完成
p 合力(勁)、「眉角」
p 職涯發展思維 X 時間 =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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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什麼？

能做什麼？ 希望是什麼？

興趣

能力 價值觀

發展
能力

發展
自我

發展
興趣

職涯發展思維 X 時間 =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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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興趣驅使動力
p 不吃飯、不睡覺也要完成的
p 挑熱門工作是個迷思
p 繞遠路是生命價值的錯配

p 判斷個人天份跟能力
p 空降部隊 – 慈不掌兵，扭轉頹勢
p 從0到1還是從1到N?
p 最幸運的事 – 找到一位有遠見、魄力的領導者

p 選擇「專才」還是「通才」
p 專才，在專業領域上深耕
p 年齡不可逆，協作是通才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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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命的時間價值
--
根據真正的愛好和真
實的能力來進行生涯
佈局，形成持久的前
進力量，進而達成價
值觀。

William Lin

思問：創業家跟職業家的願景
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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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as an empowerment for social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