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台達電的心旅程 

時間：106年 04 月 11日 15:10~17:1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成杏廳 

講者：台達電子創辦人 鄭崇華 先生 

  

本學期第五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邀請到台達電子創辦人鄭崇華先生以及其

台達團隊於成大進行分享，本場講座邀請的台達團隊都是成大畢業的傑出校友。本場講

座由蘇慧貞校長引言，為本講座揭開序曲，並由生涯發展組陳孟莉組長主持介紹各個與

會貴賓，也介紹了鄭崇華創辦人。創辦人是成大電機系 48 級的校友，是一位創業家更

是一位樸實的企業家，展現了一種令人感動的風範，謙虛、感恩、自律、節儉，鄭創辦

人有一句名言：「只要我們不放棄自己的夢想，堅持在崗位上，做對社會有價值的事，

並踏實的去做，社會就會越來越好，每個

人就會享有更好的生活。」非常感謝這樣

的企業家與團隊，全場以熱烈掌聲歡迎鄭

崇華鄭創辦人。 

本講座由成大電機學院院長許渭州

教授與鄭創辦人進行對談，分享如何利用

其正派且務實的力量創辦台達集團的心

路歷程。鄭崇華先生分享了他從成大畢業

後十年的職涯歷程，再回溯到高中大學時期在學習的道路上遇到了恩師，學習是沒有邊

界的，很多知識是彼此牽連在一起的。鄭創辦人提及過往的工作經驗，一路走來見證到

許多時代性與產業趨勢的變遷，並對外商與本土企業做了一些比較，他在這些工廠當中

察覺到品管方面制度並沒有完善的建立，僅從日商零件供應照單全收，沒有該企業組織

自我的構想，而鄭創辦人遂協助建立新系統而受到對方賞識，而後，許多高階經理主管

建議他走出去開創自己的一片天空，促成了今日台達創立。創辦人提及，在創業初期尋

求方向之際，正值台灣早期大多投注於面板產業的發展，鄭崇華先生索性不再往此產業

發展，轉而投入電源供應與綠能的領域的創新創業，不僅能夠賺錢、有利潤的成長，電

源供應產品影響節能環保，對現代的能源不足也能有所幫助。 



許多人問他創業有沒有後悔過，他說：「這一路上跌跌撞撞遭遇到許多困難，後悔

極了！」原先覺得自己信心滿滿，但

途中總會碰到很多不曾處理過的問題，

但面對現實去解決以後，就越有信心，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決心與耐心，且不

怕失敗的精神。也許這些能耐的累積

是由兒時曾經歷過國共內戰，一個人

孤身在台，沒有親人，得獨自面對任

何事情所歷練而來。他同時也勉勵大

家，創業之初最重要的，是要構思要

賣什麼，並且發掘在設計上有什麼潛在的問題，如何找到更便宜的零件，哪些規格是不

必要的……等，雖然說是創業，但說穿了就是各領域的跨越，製造、工程、品質、連帳

務也要會管理，專才固然重要，但要成為高階領導人終究需要塑造成為通才。鄭創辦人

也提到，近期提倡翻轉式教育，網路上開放資源越來越多，多花一些時間學習各種領域

的知識，也未必是只有課本上的，各行各業所學所專的事物不盡相同，只要感興趣，對

將來一定會有用處。 

 

台達電的品牌精神： smarter、greener、together，如何締造出台達電今日的成功？ 

  許渭州院長點出，鄭崇華創辦人眼光非常精準，能夠洞察先機地聚焦在綠能、永續

這個領域，也請教他如何引領此跨國企業持續往前邁進，鄭創辦人表示，創業最重要的

是，雖然不要忘掉初衷，但也要隨時為後面的市場做準備。 

 

薪火相傳：台達電成大校友心旅程 

  第二個段落邀請到三位畢業於不同科系再台達電服務的成大校友，以其自身求學經

歷與工作上的心路歷程，分享給學弟妹，由通識中心楊永年主任主持第二場次，與三位

與會嘉賓進行對談。 

  第一位學長黃菘斌專案副理，是土生土長的成大人，從大學到博士班都在成大工程

科學學系。他提到，不論是在求學或是工

作中必定會遇到許多問題，而人生當中被

賦予很重要的義務也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他點出三個重點，第一個：必須要有好的

邏輯；第二個：不要輕易說沒有辦法；第

三個：人是最關鍵，必須要與各式各樣形



形色色的人合作處事。何以歸納為這三點呢？遇到問題需解決，就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

鍛鍊，而邏輯的鍛鍊是非常重要的，在求學階段從大學開始，對於專業基礎學科的扎根，

甚至是跨領域知識的整合，就必須要徹底、認真的學習並融會貫通，學成後將之當成一

罐罐的藥罐儲放進知識藥庫中；而在研究所階段，利用邏輯，在有限的被定義清楚的問

題之下解決之，透過屢次與教授的研究討論，將學長姐的研究繼續延續並在各細節中達

成改良與效率提升，從源頭發想到蒐集資料再到最終的執行，這更是近一步更精深的鍛

鍊，到了博士班，應讓邏輯再往上發揮一層，必須要找到問題的本質，所謂解決問題就

是定義出正確的問題，跳脫現有框架，找到問題的癥結點。當然，有些人即便有再好的

邏輯，也可能因為一些困難就會有不可能或是沒辦法做到的想法產生而躊躇不前，學長

提到，其實這些想法都源自於「不知道」或是「不相信」，這些都是對自我的侷限。他

舉了一個例子，是在碩二那年成為該實驗室首例做生物培植晶片領域研究之人，並且是

與牛津大學合作，榮幸無比，所以，不要一味的 say no。但一件事的促成，更需要許多

人的齊心合作才能完成，他舉了蘋果數年前 iPAD這個跨世代產品的開發為例，如果好

的合作，那就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如果不成功的合作即為三個和尚沒水喝。

早期的超人蝙蝠俠當紅，而近年更推崇的是復仇者聯盟，每個人發揮其所長，團結的力

量大。 

  第二位學姐陳宜霏業務課長，畢業於成大國際經營所，跟上一位學長不同的是，宜

霏學姐是先工作一陣子之後才回去念國經所，她提及到原先大學是念語言相關科系，關

於財務成本方面根本一竅不通，在第一份擔任業務接到的訂單是沒有利潤的單，此後她

就下定決心要學習系統方法將之帶進工作，才踏入了成大國經所的殿堂，將校訓窮理致

知銘記在心。她也帶出三個重點，第一點：critical thinking，擁有批判思維，找方法驗

證訊息是否為正確，不是真的要得到那個解答，而是要鍛鍊自己在遇到問題時的思路，

以及找答案的方式；第二點：discover your strength，過去教育幾乎都強調勤能補拙，要

加強自己不擅長的，但其實發揮自己的強項、了解自身的優勢，更能發展最好版本的人

生；第三點：set up life goal，在學生時代盡可能找尋機會，什麼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唯有心裡設定目標，才能一步一步慢慢達成目標。 

  第三位學長蔡清雄運動控制事業部經理，一樣也帶出

他想傳達給學弟妹的幾個重點與箴言，第一個：要保有工

程師的細膩，但不要拘泥於工程師的思維；第二個：要保

有工程師的堅持，但請記得合作才能成就大事；第三個：

要保有工程師的冷靜，但請不要跟機器一樣的冷漠；第四

個：要保有工程師的創新，但也記得培養企業家的格局，

如前兩位學長姐所說，學習、傾聽、合作是最為重要的。 

 

Q&A時間 

  生科系大一的同學問到，「台達電子主業做的是綠能、



節能相關產品服務，但生產過程中必然還是會產生一些污染的副產物，那麼這些副產物

能否進行再生或是有額外效益？」鄭崇華創辦人說，在這資源日漸耗盡的世代，各企業

都想盡辦法改善效率、減少污染，他以半導體產業台積電為例，晶圓生產過程需要用到

大量的水，但這些企業也漸漸發展出一套能將水資源利用後再轉化處理的系統，使得汙

染與浪費降到最低。鄭先生也進一步補充說，其團隊在開創與執行一件事情都是先找最

能夠信任的單位，共同鑽研、找尋解決之道。 

 

  電機所學生問到，「以鄭董事長在能源領域多年的經驗，台灣用電量需求日益增高，

如果不靠核能而單靠綠色能源，能撐起國人全部的用電量嗎？」鄭董事長提及，多年前

他出席電力公司能源的檢討會，於會上要被求以專家身份闡述他的看法，也由於正值反

核聲浪高，且關於核能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他遂不隨便表明意見，他也自認為不夠

資格代表任何立場。在某次與美國核能專家朋友交流的經驗中，才了解到蓋核能廠的安

全措施，要比其他都考慮的周全，經過多年核能的發展與演進，他也指出核四廠是最安

全的核能廠，雖然目前仍有許多反對意見，到現在仍然佩服當初台灣核能廠的建立，但

核廢料仍然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 

  機械系大三學生問到，「鄭董事長身為一個全球頂尖企業的領導者，必定投注了許

多心力於事業上，也想問家庭價值對於鄭創辦人是怎麼樣的定位，以及如何在家庭與事

業上取得平衡？」鄭崇華先生說，「我必須承認我不是一個好父親，幸好有一個很好的

太太，她常跟我說，我跟普通人不太一樣，也許真的是因為兒時經歷，少小離家，都是

靠朋友、靠老師，與所有人的對待，跟家人、孩子都是一樣的，但還好孩子跟老婆一路

上都很支持他，也感到相當欣慰。創業可能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但每個時代的遭遇不

盡相同，最重要的還是，抓住機會之

後，勇敢去闖。」 

 

全場熱烈的掌聲感謝鄭崇華創辦人

與其台達團隊的分享，將兒時的鍛鍊

化作養分灌溉於創業的歷程中，努力

不懈而擁有今天的成就，也勉勵同學

們把握每一個機會，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