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設計人才 
日期：3月 17日 (四) 18:30~20:30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網龍網路公司 彭俊傑總監 

 

本學期第三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生涯發展組邀請中國網龍網路公司彭俊傑

總監蒞校演講，與同學們分享工作職場及職涯發展的親身經驗，包括畢業後的求職

選擇、去中國工作的契機以及這一路走來的心得。 

 

開場由規劃設計學院－吳豐光

院長擔任講座引言人：「成大

工設 82級彭俊傑學長是網龍網

路公司的設計總監，原本在普

立爾擔任工業設計師，接著在

廣達電腦當資深經理。他除了

這些經歷外，還讀過 EMBA，

並在台大車庫計畫擔任指導老

師。跨域學習非常重要，我們

現在有很多三創學程與跨域學

程，希望學長也能給予我們指

導。」 

 

這場演講裡的論述和個案都是彭總監的經驗，幫助各位去選擇未來的職涯。 

四大主題：自我反思、超乎想像的世界、生涯選擇，你需要思考、從真實世界的角

度介紹 

 

【自我反思】 

講者提到，在二十年前，工業設計系畢業只能進大公司或小公司當一個工業設計師，

或是進到學校當院長或系主任。在這個主題，他要和大家分享畢業後如何進到業界。

若身分交換，換講者現在坐在台下，他也會是一個對未來有想法但沒有規畫的人，

因為畢業後講者沒有考上研究所，所以只能去當兵，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當兵的問



題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狀況，但真的是這樣嗎？是否有些想法能驅動自己前進？講者

十分熱愛設計，這也是驅動他往前的目標，在當兵結束前他就已經找好兩三份工作，

最後決定進入普立爾，那是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照相機製造公司。 

 

對講者來說，學習是一個非常需要熱忱的過程，若有機會能把所學與工作做結合，

人生會過得比較精彩。你能在未來工作上找到熱情嗎？如果沒有熱情去驅動人生向

前，你很有可能會在工作三到五年後變成一個朝九晚五、為五斗米折腰的打工仔。

這個心態很重要，因為進到業界後所面臨的壓力都會讓人喘不過氣。 

 

如何在剛就業的第一天就準備好？講者分享他第一天進普立爾上班時，他們的工業

設計團隊僅六人，其中四位是工業設計師，兩位是產品包裝，剛進去第一個禮拜，

就只剩四位工業設計師，講者還是最沒經驗的一個。所以他開始要兼任許多工作，

不但要擔任工業設計，還要負責包裝及聯繫生產線。講者能站在這向大家傳授經驗

前，也做過許多自己現在

瞧不起的工作，但他的態

度是錯的。他要向我們傳

達－未來的業界是大家無

法想像的，並送給同學們

一句話：「停下來的世界，

叫做風景；不斷向前的風

景，叫做世界。」，當有

機會去旅遊時，你拍回來

的只是風景，而你眼睛所

看到、所體驗的，才叫做

世界。 

 

 

【超乎想像的世界】 

在工作四年後，講者認為自己無所不能，所以想去看看更高的天空，於是在 1999

年離開普立爾，轉到廣達。在進到廣達後，他發現這間公司並沒有工業設計團隊，

他們對工業設計師的稱呼叫做美術設計或美工，這令講者相當匪夷所思，但這件事

卻激發了講者的熱忱－能不能在廣達成立工業設計團隊？在成立前遇到非常多的問

題，除了廣達是代工廠，代工廠設計師的工作大多數都是在畫 3D與素描，到頭來

講者已經不願意再做這些事，在這些努力後，講者將自己的點子報告給副董事長－

若公司不重視設計，不透過設計去銷售想法與產品，廣達很難再繼續發光發熱，並

接到更好的訂單。他用這樣的概念去說服公司應當成立工業設計團隊。 

 

講者提到，機械系與工業設計系會合作地相當密切，設計師能想出一些奇怪的點子，

並透過這些想法讓流程更好，能不能實踐則需要機械系同學們的協助。成為優秀設



計人才的關鍵為：在適當的時候說句話，去思考市場與客人要的是什麼，再帶來這

樣的構想與概念。 

 

【生涯選擇，你需要思考】 

在廣達工作十年後，講者又疲憊了，因為他還要去做許多跨部門的合作，而且工業

設計團隊又不是公司的重點部門，所以他經

過公司同意，去唸了 EMBA。講者當時對

台灣的設計業有一點失望，因為一個優秀設

計人才只能被關在公司裡替客戶解決問題並

幫公司創造收益，這些事還有什麼價值，於

是他決定繼續念書。在面試台大 EMBA 時，

老師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想要達到一個什

麼樣的職位？」，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講者心想，工業設計團隊負責人這樣的職位

在老師眼裡還不夠高嗎？難道要一定要到總經理或董事長才叫頂峰嗎？講者很快地

思索了一下，對老師說：「關於我對設計的熱愛，更希望能夠用企圖心、視野與任

務來回答這個問題，我相信設計這塊能夠達成的任務，以設計師的眼光能夠達到更

高的職位，在公司得到任何的職位對我來說都不是有意義或有價值的一件事，我更

希望能夠在企業裡扮演角色。」 

 

進到 EMBA後，裡面的成員有：律師、官員、董事長與醫生，就是沒有一個是設

計師，但每個人都在談論設計，談論設計裡的美好。但為何設計變成生活時，我們

感受不出來呢？設計變成工作時，我們卻又感受到痛苦，若你對未來沒有方向，則

可以像講者一樣，走一步算一步。講者的觀點因為 EMBA而改變，儘管班上將近

50位同學，卻沒有一個人是真正了解美學行業，當大家談論到設計，講者瞬間變

成導師，正因為身為設計師，才能和他人分享美學的素養－喜不喜歡這個顏色？為

什麼 LOGO要這麼設計？ 

 

【從真實世界的角度介紹】 

準備就業前有幾樣東西必須了解： 

一、熟悉要進入的產業，不需要認識裡面的每一個人，卻要對報章雜誌上的趨向有

所涉略。 

二、代表作，不論是設計師或是學商、學管理的人，都應該要有代表作，我們帶著

作品去面試時，都會遇到一個問題－不知該怎麼介紹，所以平常就該準備好。 

三、偶像，指的是業界的大師，一個長期的目標，告訴自己未來進入業界後該怎麼

做。 

四、創造自己的簡歷，在製作作品集前，要先了解簡歷的寫法。 



五、和獵頭打交道。這幾件事情的決定，會影響你二至五年，好的履歷能讓你揚名

立萬。 

 

在業界很多事情都憑第一印象，主考官最

愛問的問題：你覺得你最有成就的事？你

人生中遭遇過最大的挫折為何？如何從中

或的教訓與成就感？我們必須藉由每一次

的面試去思考、反省自己。 

 

跨團隊整合能力：我們習慣在熟悉的環境

裡付出與努力，但這樣會很容易忽略其他

人對這件事的觀點，比如說：設計師為了

堅持設計，不讓其他人做修改。 

說故事，創意差異化：用故事讓想法與其

他東西形成差異化。 

國際觀：不侷限在語言，包含個人視野與和他國員工合作的能力，但多一項語言技

能，等於開啟另一扇世界的窗戶，語言是很大的關鍵，同學應多爭取交換學生、海

外實習等機會。 

 

在台灣工作九年後，講者決定要去中國工作，因為當時在廣達已經無法改變任何事

情，講者當時 45歲，而公司的平均年齡是 27歲，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他告訴我

們，很多時候做決定的當下不是考慮到小孩有多大，而是為什麼要離開台灣，去那

個地方上班，但「決定」卻非常困難。 

 

在講座的尾聲，講者告訴我們：一個好的設計師，且能夠跨界發展，有機會涉略更

多行業時，就有機會過更精采的職涯人生。他的老闆希望每個設計師能變得更優秀，

一、要求設計師不只手繪，還需要釐清設計

的需求。二、除了專業以外，更希望設計師

能動手做，不是鋸木板，而是基礎電機能力。 

 

在今晚的演講後，成為一個跨領域的設計師

對同學們來說一定不成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