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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業者一同從實作行動中出發， 

用批判的視域重思區域發展的創業策略 

通過敘說進行創業實作開採，厚植與活化理論。 

壹、人物介紹 

Anders W Johansson 現為瑞典  Linnaeus University 2 與 Mälardalen 

University 兩校的商業管理教授，並在 Linnaeus University 的商業與設計學院

擔任副院長一職，致力於創業研究多年。Johansson 教授投身學術研究之前大

                                                 
1 本專欄由蔡敦浩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劉育忠教授（國立屏東教

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審訂，國立中山大學敘說與開創研究室策劃。 
2 Anders 教授於 2008 年應 Vaxjo University 的商業管理學院之邀請，擔任創業管理與

研究學程教授，專責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工作。Vaxjo University 於 2010 年與 Kalmar 
University 合併，並以生物學之父-「Carl Linnaeus」為名，將合併後之校名取為 Linnaeu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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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二十幾年的企管顧問實務經驗，在業界建立了極佳的聲譽。開始博士研究

期間，主要研究管理顧問實作與理論的議題，並以中小企業顧問服務的批判分

析作為其博士論文的主題。Johansson 教授在多年的顧問過程中，常與許多創

業者互動，累積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因此在後續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就以創業

為其主要的研究領域。 Johansson 教授在其研究歷程中，反思到學術界的一些

問題，其中對於理論與實作間差距日愈加大更有所感，因此致力於運用「敘說

探究法」，希望能發掘出更有益於創業實作的研究洞見，嘉惠創業行動者。近

期研究以創業歷程和區域發展為主，特別採取批判的觀點進行探究。 

貳、Johansson的自我敘說:我與敘說探究的結識 

一、從實務中出發的研究者 

  「談到我的創業學術研究的歷程，與我在管理顧問公司的經歷息息

相關，在長時間與中小企業創業者互動與諮議的過程，對於我的研究

主題與研究取徑有很深遠的影響。」 

  Johansson 在進入學術領域前，擁有豐富的管理實務經驗長達 21 年之

久，其中 14 年的管理顧問經歷是影響他走向創業研究領域最大的推手。他曾

任職於瑞典規模最大的管理顧問公司（LRF Konsult Co. LTD.），擔任了兩年

的管理顧問師，主要協助中小企業主發展經營策略、建置管理系統與改善服務

流程，之後的 12 年間升任為該公司的 Västerås 地區主管，旗下與 50 位經營管

理顧一同共事。他在實務場域中經歷很多類似於以下跟我們提及的這個經驗： 

「我曾與一位管理顧問師-Tim 去進行中小企業主-Jeff 的諮詢顧問工

作，Jeff 想要讓公司的員工更具顧客導向，過去他們也曾在這方面作

過努力，但在依照管理顧問師設計的一套顧客服務 SOP 原則下運作

的成效非常不好。這使得 Rob 對於我們的顧問工作到底可以有多大

的成效，抱持懷疑。我們並不以灌輸專業管理知識的方法，而是以述

說故事並引引導員工討論的方式，來建立它們對於顧客導向與服務的

概念。例如，Tim 敘說了他到訪一家公司的經驗:『我在走進大廳前

的長廊時，接待處的小姐看到我的到訪，她已經主動走出門來迎接

我，並說:「嗨!X 先生您好，M 經理已經在等候您的蒞臨。」，這位

小姐顯然之前就已經知道將會有甚麼樣的訪客以及來訪目的，這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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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在跟我約訪時就已經將資訊順道傳遞給那位小姐，這些動作對於

該公司的每位員工都非常熟悉，這是深植在他們的文化中，而不是建

基在員工作業手冊裡。』從這個故事中開啟員工們的討論，大家對於

顧客服務有了全新的認知，顧客服務並不是在產品銷售出去或者是顧

客有抱怨時作出回應的動作，而是在日常的點滴中真心誠意的接待每

位與公司互動的人，即使只是來訪的顧問或者是業務代表。參與講習

討論的員工反映出這種採用故事具象化問題的手法，讓他們具有深刻

的體會，並且透過討論讓他們從案例的情境中延伸到其他的類似問題

上，比起導入專家系統或是 SOP 的效果好很多。在這個歷程中我們

大幅提升了該公司的顧客滿意度，由此 Jeff 成功的被我們說服，一反

之前存疑的態度，開啟了後續許多關於公司經營管理的諮議與討論，

Jeff 公司裡的主管們也開始接納我們。」 

二、切身的體會：科學與實務知識間的鴻溝 

Johansson 從顧問的實作中認識到，企業主在面對企管顧問時，並非全然

地信服他們的專業，而且進行顧問行動時也不能一味地採取權威的姿態，而必

須是與業主、員工們一同形成夥伴關係，探索經營管理的問題。 

「我在撰寫有關小型企業經理人顧問服務的博士論文時，有關顧問的

文獻大多出自學術界之手，小企業經理人與顧問工作者的聲音在相關

的文獻中卻付之闕如。」 

   Johansson 深感作為一名資深的顧問工作者獲得的實作體會，全然不見

於學術文獻中，而學術期刊所勾勒的景象卻與實況相去甚遠。當時的文獻以一

種規範性觀點（normative view）來描述業主與顧問間關係，主張顧問進入企

業進行諮議工作是完全不受阻礙的，更有甚者認為顧問就像是一位睿智的「先

知領袖」（Guru）可以引導業主走出經營難關。 

   Johansson 發現實作中的認識與學術研究有很明顯差距，他與 Berglund

進行的一項研究調查更突顯了這樣的觀察。Berglund and Johansson（2007a）

分析了著名創業管理期刊中最常被引用的文章，發現這些文章只是再次產製了

創業的主流論述，在其中「規範式的知識」（normative knowledge）顯然凌駕

了「實作的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Berglund and Johansson 從其中一

篇文章的發現中擷取了以下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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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求創投資金之前，創業者應該反覆確認自己企業的策略。創投

業者則應該分析自己與其管理團隊，並且試圖發展成功創業者所需的

行為特質，或是為提案管理團隊所缺少的特質增補人員。」 

由此看來這些建議，性質上都屬於一般建議，而且缺乏特定脈絡，無法為

創業者提供直接的實務價值。這些文章（且是創業研究中的一流文獻）是否真

能深化我們對創業繁複面貌的理解，是可被質疑的。Johansson 從研究分析中

認識到學術研究與創業實務乃是彼此獨立的系統，每一個都有自己的運作邏

輯，而結果就是彼此之間產生巨大的溝通障礙。他並不排除兩者間有對話的可

能性，可是這樣的對話似乎尚未發生。 

三、敘說、探詢—從實務中進行開採、發現與認識！ 

「1988 年，我選修了一門教育科學的博士班課程，也因此有幸結識

時任授課教師之一的 Donald Polkinghorne。在此之前，我對「敘說」

一詞一無所知，直到現在我才瞭解，相較於我一直接受的科學知識的

訓練，敘說探究的研究取徑為我開啟一條極其不同的知識創造與研究

之道。」 

Johansson 對於 Polkinghorne 教授當時發出的一個核心關懷，感同深受，

Polkinghorne 身兼心理學研究者與執業精神分析師的雙重角色，他面對了一個

自我的衝突3，他在這個兩難中進行思索，發覺到實務工作者乃是運用敘說知

識工作：他們關心人們的故事，他們運用敘說來解釋。因此 Johansson 在體會

了敘說探究的獨特性後，選擇以敘說方法來撰寫有關小型企業經理人顧問服務

的博士論文，不同於當時文獻強調的主流論述，他採集小企業經理人的生命故

事來進行探究。 

「我的論文並不只是在探究如何理解小型企業經理人的輔導諮詢，那

只是將我自己和研究抽離。這份研究涵括了作為完整之人的我，包含

了我在顧問業以及學術圈的經驗，因此，我自己的生命故事就像那些

小企業經理人的生命故事一樣，也是論文的一部份。」 

他在博士論文（Johansson, 1997）的研究中特別關注經理人如何經驗企業

顧問一事，以及他們在顧問歷程中是否有個人的體驗，並依此來與自己的反思

                                                 
3他堅信科學研究與專業實務兩個觀點可被整合。但另一方面，他卻發現學術研究對他

的臨床工作沒有太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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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進行研究。論文的研究發現，在實務上業主與顧問間存在著三種類型的關

係-業主與顧問密切合作的「理想形關係」；業主僅片面向顧問擷取自己不足

與未知的「諮議修正關係」；業主在過程中採取完全反對的「對立形關係」。

這與當時文獻一味地由學術人角度出發的觀察有很大的不同，如此一來，他為

那些未被聽聞亦未被書寫（至少在學術文獻中未被言明）之事發聲，最後提出

小企業經理人顧問服務的新見解作為貢獻。 

Johansson（2003, 2004）對於創業者與顧問的互動關係進行了為期一年的

參與式觀察研究，他記錄下創業者與顧問進行的七次諮議討論會議，從這些言

談討論中，Johansson 發現了顧問以故事敘說（storytelling）的方式進行問題與

概念的傳遞與溝通，與傳統顧問為創業者建立問題解決手冊或者是創業 SOP

的方式不同，這位顧問講述了許多與事業經營關管理有關的實際經驗，讓創業

者擁有許多脈絡相依的（context-related）故事。顧問透過故事情節傳達出的經

營管理意涵，來溝通與傳遞創業實作與問題處理的方法，以期讓創業者可以在

後續面對經營與管理問題時加以類比沿用。Johansson 從這個研究中發現以往

管理顧問習慣於運用抽象化、結構式的概念來協助創業者進行創業學習，但是

因為這些邏輯性的科學知識（Log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往往將發生的脈絡

剝離，使得創業者在援用這些知識歷經層層的轉譯，還難以被適切地運用。反

之，故事本身就承載了脈絡與情境，直接通達經驗與實作，因此在創業學習的

運用上可以產生更明確的助益。 

參、對創業研究的再思與批判性嘗試 

一、是創業者？還是老闆？－創業者認同的再探究 

「很多學者討論創業議題時，都從益處與光明面等等來論述，例如：

創業者都是自己生命中的英雄，創業者天生具有強烈的動機與創立事

業的洞見，依此建構了一種主流式的論述，然而我從實務工作中與他

們的言談對話裡發現的，卻是不一樣的世界。」 

Johansson 在與創業者、中小企業主長時間的互動下發現，創業這個領域

充滿了許多未被聽聞與洞察的現象，他從創業者的生命故事敘說中，產生了一

些新的探究與發現。Johansson（2004）討論了兩位創業者的生命敘說，受訪

者之一 David 在論述其事業時，充滿了熱忱與想法，對公司未來侃侃而談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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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對於事業的前瞻、有企圖心。而且 David 在談論某些特定創業事件時，

常能旁徵博引、講天說地，這樣的敘說風格，徹底地展現出 David 的積極與開

創態度。相對的，另一位受訪者 Tom 在談到自己的創業歷程時，沒有說出讓

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以一種非常平凡的論述，說明自己是在朋友的邀約下就開

辦了新事業。當他提到事業經營的過程時，沒有太多的感動與激情，只是平鋪

直述地交代公司的發展史，而且對於許多經營上的議題還需要研究者提醒、詢

問才會有所回應。 

Johansson（2004）從敘說探究取徑去關注創業者「說了什麼」、「為何

說」以及「怎麼說」等的問題，發現了相對於 David 的主動性敘說，Tom 完

全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而在進一步的貼身觀察研究中，Johansson 發現創業

者的說與做是一體的，像是在敘說中展現積極性的 David，在他的創業實作

上，也呈現出主動探索與創造的行動，是一位真正具有創意與想法的創業者，

但是 Tom 卻不同，他經營事業的行動也一如他在敘說中的展現，只是被動地

回應環境的變化與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而已，相對於 David 來說，Tom 只是

受生存與環境所迫的自僱者（self-employed owner）。Johansson 從敘說探究法

出發，觀察創業者在經驗中挑什麼來說，以及怎麼說，表達了他們採取行動的

立場以及他們對於自己在採取這些行動時的身分認定，也就是說他們的敘說就

是他們生活與行事的方式，從這樣的開採裡，發現了不同於傳統對於創業者與

創業精神直接連接的看法，主張只要是從事創業的人就具有開創與冒險性的創

業精神。 

二、這真的就代表區域發展的創業精神？主流 VS.邊緣的聲音 

Johansson 與其博士研究生 Berglund 在 2005-2006 年間參與了瑞典三個區

域一同舉辦的地區多元創業方案（DiE），這個方案主要是以強調平等發展為

主軸並藉由促進創業的方式，使這三個區域中的少數民族與弱勢團體的社群可

以因此獲得更好的發展。他們以學者的身分應邀參與並被期待可以給予產業與

官方更多的意見。然而，Berglund and Johansson（2007）整理了他們參與方案

中主要的四個會議歷程，產官學以及區域人民的對話與言談，卻發現 DiE 所

強調要平等發展創業的論述，其實是在獨尊主流的創業論點下發展-創業是去

創立新事業。這掩蓋了會議中其他有關於開創少數民族獨立性與創建性的言

談。以下是部分的對話內容： 

弱勢族群組的組長：「我們有一些年輕人計劃在暑假成立技術養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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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使少數民族的年輕人可以學一技之長，像是 Roger 對於汽車維修很

有興趣，就計劃去買幾部中古車來開班教授汽車維修技能;Sam 精通

電腦的裝配與維護，也計劃去買些設備儀器來教導電腦裝設的技術。

我想他們只要能向 DiE 提案報告他們的想法，就能更快地實現他們

的創業構想，也可以幫助更多跟他們一樣的年輕人自力更生。」 

DiE 方案中的官員 A：「我想這些跟新創事業（Enterprising）無關，

他們只是想在暑假開設課程，聚集一些同好打發無聊，我真的不認為

那與創業有任何的關係！」 

DiE 方案中的官員 B：「我也不認為幫這些年輕人開設暑期的訓練班

與創業有什麼關係，難道市政廳還得要為他們的暑期夏令營傷腦

筋？」 

Berglund and Johansson（2007b）從這些對話中發現弱勢族群的領導者認

為，培力（empower）與厚植年輕人的創建性（initiative），協助他們開發自

己的能力就是一種創業的展現。然而在 DiE 主事官員們的認定中卻不以為然，

因為他們認定的創業就是要去開公司，要做大型的工廠，去從事商業行為，而

不去培育、賦能弱勢族群。這種資本主義式的論點，因為官員們具有公權力可

以分配資源，因此使得大多數的與會者為求自利，選擇擁護了這樣的想法。因

此資本主義式的創業論述瀰漫於整個 DiE 方案的執行過程，成為一種主導性

的論述，在後續的方案執行過程中只要與其符應的就在會議討論中進行持續性

的討論，一旦出現如前面引言中非主流的論述就被輕忽且未加以討論便逕行否

決。Berglund and Johansson（2007b）從這個研究中發現了傳統對於創業的經

濟性論點如何形成一種主導性的論述，影響了一個國家地區朝更資本化或者是

更具社會性與涵括性的方向發展。而對於這種不同觀點的創業論述之區辯與探

查對於創業研究者，尤其是希望藉由孵育區域創業精神來發展地區的學者而

言，更是必須加以重視與審思。 

三、（再）概念化創業-敘說探究的角色 

  「創業研究早已被批評是在重製社會的舊結構，矛盾的是，創業本

身卻與社會革新密不可分。研究者對個體與群體的生命故事與敘說的

關注可以對社會變革產生貢獻，例如對女性、青年、殘障、少數民族

等創業個人與創業群體的關注，以便釋放出他們創業的潛力，這一點

可以藉由替未聞者發聲，與書寫尚未被言明的實務知識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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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Johansson 來說，敘說探究對創業的貢獻是奠基在他長久以來對創業現

象的反思與解構，對於已知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存疑進而發現新意。從

運用敘說探究理解創業者的生命故事，顛覆了創業文獻中對於創業者的討論，

開採出有助於研究者走出靜像式的創業者描繪，進一步地探討創業者的多元動

機與複雜的認同建構議題。從論述分析中解構出主流創業概念如何地宰制影響

區域的發展，揭露出經濟性與社會性創業關懷的不同。對於 Johansson 的簡單

回顧，可以發現他對於創業研究抱持的基本立場—從實作中認識，發現差異。

而 Johansson 因為長期與創業者的互動，深深地了解創業者的敘說涵括了許多

與創業情境、脈絡密不可分的資訊，因此對於創業者的敘說探究有助於理解脈

絡相依的創業行動本身的意涵，這也正是他一直採用敘說方法從事創業研究的

主要理由之一。 

Note：文章中有關自敘之引文，來自於筆者對 Johansson 教授進行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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