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與創業 教給我最寶貴的三件事 

時間：2018 年 10 月 30 日 18:30-20:30 

地點：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李岳能  CMoney創辦人 

全曜財經資訊 執行長 

 

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邀請到 CMoney創辦人－李岳能，來為同學分享他的

職涯歷程。 

本場講座由會計系顏盟峯老師擔

任引言人，「各位老師、各位同仁，還

有各位同學大家晚安。我們今天很開

心有機會能夠邀請 CMoney的創辦人

－李岳能執行長來到我們當中分享，

他當年如何從工程師轉變為 CMoney 

Founder。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歷經一

些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本身是台大土

木系畢業、台大土木所畢業，工作一

段時間之後出來創業，這個過程等一下由創辦人自己來分享。我先大概簡單介紹

他的經歷，他曾經是 CMoney理財寶、發票集點王跟很有名的平台 Dreamplayer

夢想家的共同創辦人，他現在是全曜財經資訊的執行長。全曜財經資訊的產品有

很多，大家可能有聽過，如果對投資很有興趣的人，應該有聽過這些產品。例如

CMoney的理財寶裡面有像籌碼 K線、權證小哥都是他們很火紅的商品。本校也

有用 CMoney的產品作為教學工具，如法人投資決策的操盤系統、虛擬交易所，

所以像我在大學部開期貨與選擇權，我就是用CMoney理財寶底下的股市大富翁，

讓同學們能透過這個平台，將理論應用在期貨跟選擇權的實務交易上。CMoney

的系統在台灣整個投資、銀行界、證券商市占率很高，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市占率，所以幾乎在業界，只要是跟投資相關的領域，在那邊上班的話，一定都

會用過 CMoney的產品。」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聆聽李執行來分享他個人多年來

的職涯歷程與創業經驗。 

 

講者強調現在有此成就，並非因聰明才智。回憶起當時大學時期，面臨與現



在學生也可能出現類似的問題：選進不感興趣的土木系、對學習沒有熱忱、擔心

被二一。然而一次室友不經意的建議下，為渾渾噩噩的生活帶來轉折。講者接受

室友的提議做小投資，使本金翻為數倍，對如此成果感到震驚。為了再次體驗那

奇妙的變化，開始大量閱讀相關資料、書籍，在不斷讀書與投資買賣的過程中，

第一次發現書本的用武之地，而愛上閱讀且開啟學習的動力。講者勉勵各位，若

是發現自己不喜歡念書、念不好，可能是因對它不感興趣，不如追隨著好奇心，

找尋願意投入的領域。 

 

 第一次進入職場，雖然面臨客戶抱怨、同事競爭、上司壓力等許多工作上的

問題，然講者喜歡上「工作」。指出「工作」被大多人誤解，因而受人排斥，然

而事實上並非如此。講者在工作的過程中體悟到其價值，不論是獲得成功的結果，

抑或是失敗的經驗，都會影響部分的人群，進而與他人產生連結，並感受到自身

存在的價值。講者在此也提出尋找第一份工作時兩個可參考的依據： 

１.喜歡、擅長、市場需要，這三點產生的交集是未來工作的方向 

２.投履歷的工作是否能發揮你的潛力？ 

此外，講者也建議盡量避免添加模糊難預測的條件，例如前景、發展可能性

等，若是不透徹了解實際狀況而隨大流投入熱門行列，則未必是自身能感興趣的

目標，也不能確保在未來能在那領域中發光發熱。 

 

 講者的工作進入穩定狀況後，也有投資的想法。當時網咖吸引人潮，因此講

者決定投入這項行業。但是在不久

後產生衛生、治安等諸多問題。因

此慢慢察覺，不喜歡自己創造的產

品，不能稱做「創業」，「創業」不

僅僅是做生意賺錢。 

 

 工作期間，講者逐漸形成一個

想法，心目中將財務報電子化的理

想程式。過去的人都是依靠經驗進行投資而較無科學、數據的分析，當時沒有類

似商品，也暗示著市場有這份需求，因此辭掉原本的工作，投入寫程式。在無業

數年創造程式過程中，有經濟、家人、失敗的壓力等等，但講者認為這份投入是

值得，因此扛下壓力做出了成果。成品出來後，又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銷售？講

者離開職場多年，在經由相關人介紹下，得到一推銷的機會，然被提問時卻答不

出來，問題例如：有多少客戶？公司成立多久？公司有甚麼背景？等等與程式無

關的問題。在推銷失敗、心灰意冷之時，卻出乎講者意料之外，商品被購買了，

經過思考後找到問題所在（因為從前沒有這項產品，無法驗證商品的質量），解

決辦法—推出試用期，之後的推銷就更順暢了。 

 



從兩種不同的經驗，可以比較「做生意」與「創業」的差異，其中，「創業」

最重要的是必須有所創新、有意義、而且你喜歡還是你擅長的事情。而工作時應

該疑惑的問題：客戶想要甚麼？老闆在想甚麼？這件事我要怎麼做才能更好？這

些問題不僅是工作上應該的思考，也可稱是創業的本質。講者以實際的說明來比

較「做生意」與「創業」： 

 

 出發點 行為 反應 結果 

做生意 賺不賺錢 模仿、競爭 與人做價格競爭 你追著錢跑 

創業 有沒有意義 解決問題 大家願意花錢買 錢追著你跑 

 

最後總結 

1. 不喜歡念書、選到不感興趣的科系怎麼辦？ 

→追隨好奇心 

2. 如何找到好工作？ 

→尋找對你有意義的工作 

 

Ｑ＆Ａ  

Ｑ１： 

學長你好，我是成大土木系四年級的學

生，想請教一下，現在面臨是否繼續讀

研究所的問題，雖然我本身不願意，但

很多學長姐以及老師建議，以後上職場

最基本的也是研究所的學歷，所以想問

學長對於這部分是如何去思考的呢？ 

Ａ１： 

我覺得這是非常多人關心的問題：要繼

續升學，還是進入職場。問問題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點：大部分有價值的問題絕

對沒有標準答案，如果問題有標準答案，就不是特別有價值的問題。所以我所有

的回答大概不是標準答案，只是思考的方向。沒有標準答案指的是因人、因地、

因事而異，最後需夠了解自己，然後下判斷、做決定，去執行。最後自己反省，

承擔後果，再看看要不要修正，這才是負責任完整的態度。所以大家可以問各式

各樣的問題，我會講自己的說法，但更重要的是，最後自己下判斷、自己負責、

自己修正，並為結果負責。所以我要講一下我的看法囉！ 

跟我兒子、女兒講得一樣，我現在的確不太認為學校教育有太大的價值，除非想

走研究路線，因為學校有很多比如說研究的器材或比較深刻的研究目標，這些無

法透過網路學習以外，現在大部分課程，大學、甚至研究所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一流的名師學習。大部分的上課，似乎沒有特別來學校的必要。顯然來學校，應

該歷練的也許就是上課內容以外的東西。所以思考一下，如果花兩年，除了上課



內容外，想實際體驗這兩年，或其他你想要得到，而且是有價值、值得做的，想

清楚後就去做。如果思考後，只是因，外面工作需要某些學歷，那這件事就像你

為什麼要唸英文？因為明天要小考。為什麼繼續唸英文？因為要月考。為什麼又

要繼續唸？因為要考大學。這個答案都不能算答案。所以我和老婆解釋，為什麼

我要跟小朋友說；「我沒有要你上大學」不是單純的說上大學沒有價值，而是逼

自己去思考，你做的事情，尤其是花的時間，意義在哪裡？所以如果把這４年省

下來去職場歷練，４年後的你跟上了４年大學的你，先去工作或許對你來說更好，

這件事情是很多人沒去思考過的。但我提出這個議題是因，我認為即使是小朋友

都應該去思考這件事情。學歷這個重要性剛剛也提過，網路或者是這些工具的發

達會讓學歷漸漸的不是那麼重要，它似乎只剩下篩選出你有資格、有能力、有金

額證明你可以通過這些考驗，的確它已經跟內容不是那麼相關了。不然，我把理

化考卷現在拿給你，你寫得出幾題？甚至我把大學大一、大二的會計、經濟通通

拿給你，你到底寫得出幾題？如果你幾乎寫不出來，那我們現在再考慮你的分數

９８分意義是甚麼？它只是證明在那個時間努力過，未來你進到公司也會努力，

所以這個價值到現在還有那麼高嗎？還是我很實際的給你案例，看你如何思考、

解決它，然後我們就直接針對努力來驗證。所以在公司是完全不考慮學歷，我們

大量雇用實習生，在工作上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態度、能力，跟是否適合這間公司，

甚至連工程師這麼專業的事情，我們都覺得可以自己來，那麼他就不會帶有太多

奇怪的習氣來到這邊，這樣的人也變得很好配合，因為他完全就知道我們要用軟

體改變世界，我沒有要用軟體騙他，然後來這裡捐錢。所以這個問題你回去繼續

問自己、問得夠深，你應該就會有答案了 

 

Ｑ２： 

我是生技系的學生。我想請教講者，可能因為你現在是過來人，所以你可以輕鬆

看待「錢」這件事，「不去追錢而讓錢追你」，可是現實常常不是如此，比如我如

果少了一、二萬塊可能會養不起我的家，甚至我女朋友不願意跟我結婚。所以你

當初在考慮這些事情的時候，真的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在想，你不是想賺錢而是

想做你很有興趣、很在行的事而已嗎？ 

Ａ２： 

有人問過我，如果網咖一開幕就超級賺錢，我到底還會不會喜歡這樣的感覺，老

實說我也不知道。如同剛剛所說，錢本來就很重要，所以我們的確要正視這件事

情，可是他不會是所有事情當中最重要的。為什麼你會需要錢？背後的原因才是

更重要的，比如說你提到的，如果老婆覺得我薪水不夠高或是沒有一棟房子他不

願意嫁給我，那是不是變得很實在？應該怎麼解決？最表面的方法是，去找一份

薪水更高的工作，最後能付得起房貸、買到房子，她就願意嫁給你。但問題通常

不是這麼單純，你應該回去問女朋友，「為什麼要薪水高或是有一棟房子才願意

嫁給我？」錢背後一定代表某一個問題或需求，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問就可以知道

她可能會說：「這樣證明你夠愛我，以後生活也有依靠」你可以問她：「我覺得不



需要用錢證明，我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證明，我是可以讓你倚賴終生的人。但如果

為了證明這件事，做一件並沒有樂在其中的工作，僅為了工作薪水高一點，例如

業務工作，但這樣未來我們生活真的會過得更好嗎？」我覺得現在大部分的情況

並不會窮到飯都吃不了，你得承認錢的高低大部分是某個念頭或欲望出來的，所

以應該跳過錢去看後面的念頭或欲望是什麼，把它問到夠深或夠清楚，也許就不

是個議題了。跟這樣的女朋友分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我自己在這方面也是有

過親身之痛。這都是需要人生去歷練的，但需要跳過表面的問題，去尋找更深層

的，也許就能了解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Ｑ３：  

我是醫學系的學生。剛剛聽您的演

講，可以感覺出您是勇於承擔風險

的人。我想請問是不是在做決定後，

比如創業、開網咖，會不會有懷疑

自己的時候，如果有的話，是如何

讓自己堅定決心的？ 

Ａ３： 

大家會問我說：「你買認購權證選擇權風險那麼高，你都不會怕嗎？創業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後果？家破人亡之類的？你是怎麼做這個決定的？」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覺得我是很喜歡冒險的人，我可以跟各位說，絕對不是。我媽每次遇到比較熟

的人都會跟他們笑說，我只要看到戰爭片，我就會抱著媽媽哭，然後跟媽媽說：

「怎麼不把我生成女生？」所以簡單說，我覺得自己完全不是膽子大的人，似乎

大家對於創業或者是老闆有這個錯覺，他們就是勇於承擔風險，他們不是生就是

死，所以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但是我覺得我的個性是從投資裡面慢慢磨練出來的，

我了解這些東西的風險分布，所以對大家而言風險很大的事情，因為我已經把這

些分布都了解清楚之後，我才去做他，我覺得我做的比巴菲特的風險低很多，舉

個例子，之前有做選擇權，有人虧了幾千萬，那是什麼原因？就是那些人只看到

表面的利潤或表面的風險，而沒有真正去了解真正可能面臨實際的風險是什麼，

所以他以為做的東西很安全，但沒有想到那種方式是非常危險的。所以當你真的

把那件事情弄到夠清楚之後，就會了解到，其實大部分的老闆把風險放的比一般

人都還要重視非常多。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它就是會九死一生，所以你一

定要假設它一定會死。所以我一開始有說到，我算了一下，這些錢開網咖可以撐

兩年，意思是最好我做一年就完成，最不濟我還能做到兩年，就算兩年都完了，

至少我還沒負債，還不到３０歲、出去工作、擁有這些能力，其實跟研究所、博

士班唸出來也沒差太多，所以確實人的個性會有差異，但是我覺得這件事不能當

作藉口，你可以磨練自己，例如說怎麼理性分析這些事情的好壞。也譬如前一位

同學所說的，有沒有辦法在熱戀中還是能夠考慮到，若是情侶問到這個問題，他

似乎不是可以一起走下去一輩子的人，就全看有沒有辦法理性到如此。甚至你很



愛她，女朋友有一天跟你說她愛上別人，要跟你分手，然後你還可以理性的跟自

己說；因為我很愛她，所以祝福她去愛別人，好像這是我應該做的。如果愛一個

人，前提條件是必須也回頭愛我，否則就要給你好看，那這真的是愛嗎？其實道

理蠻簡單的，用理性思考就這麼簡單的知道，你應該要祝福她。所以你剛剛的問

題，我只能說大部分的人在面臨這些選擇的時候，自認很理性，但事實上通常都

是不理性的，如果你願意靜下心來想清楚，冒險真的那麼有風險嗎？會不會完全

不冒險是最大的風險，尤其這些建議很多是來自於你的親人，像我的爸媽一直建

議我去考公務人員。我爸爸是民意代表，他就說；「如果你考上資格，可以幫助

你仕途順利。」我就跟他解釋，不知道要耗費幾年考上、分配到哪裡不能自己控

制、不知道長官是否喜歡你、實際作為又受到許多法規限制，唯一能確定的是，

退休後能領到多少錢，我不了解為什麼這些是人生最好的選擇？所以我爸就一直

訓導我。我覺得這部分理性思考可能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大家不要把它歸咎

於這是個性的問題。個性是有稍微影響的，但如果因而將問題都丟給個性，那就

不會去深入思考了。我透過投資，訓練讓自己沒有情緒反應、能理性看待這些結

果，我覺得這樣的過程一再重複，大腦似乎會被重組。 

 

Ｑ４：  

請問一下，之前有提到你的工作

在做投資的分析報告。像我們很

多同學在找工作時，雖然無法看

到正確的產業趨勢，但是有沒有

可能透過一些投資報告，稍微知

道短暫的產業當中，要找的公司

對於自己生命周期是在哪個區塊，

這些部分可以從哪些資訊看得

到? 

Ａ４： 

我從財經得門外漢，到對這些東西還算熟悉，我大概花了半年多左右。我是怎麼

做得？我在宿舍起床時，就規定自己把工商、經濟從頭到尾每一篇都看過。一開

始全都看不懂，因為裡面太多術語了，可能是財務、產業的術語，而且產業又太

多了，所以大部分看不懂。但讀書有時候就是如此，你持續不斷的閱讀，就算一

開始不懂，時間久了將那些東西連起來後，似乎就會懂了。因為那能賺錢，所以

就會逼著自己要去學習。大概半年後，可以大概對於整個股市、眼睛看到的所有

東西是哪些公司做得、屬於上下游中的哪個階段，大致上就能夠有個概念。我覺

得這個概念是很值得花半年的時間去讓自己變成這樣的人，因為你眼前看到的所

有東西都可以變得跟其他人看到的不一樣，例如一個電腦、投影機、一棟房子，

它的材料製程、成本的結構、上下游的關係、國內外競爭的關係，你看到的一個

東西跟別人看到的一個東西是完全不同的感覺。而這件事情好像沒有捷徑，我的



方法就是持續的閱讀，讀懂了就不會忘記。像會計不是我的本科系，有時候我面

試人時問他；「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你來說明這兩者有何不同？」結果我蠻常

聽到「我會計系畢業，但那是大一的課程，我已經忘記了」意思是這是一個科目

最根本的，你如果懂它的真理、意思，那麼根本就忘不了。所以如果大家用不著，

很容易用背的，而背的一下子就忘了。像我們要針對公司的財報做分析，這件事

是已經內化到不可能會忘記。所以如何讓你的行為能平常用的到，因為常常用就

不會讓你忘記，那麼你能力的層次會跟別人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有走捷徑，

走的是，因為我要分析這些事情，讓我決定股票應該買誰的好，或是賣誰的好，

我只好一直去研究這些事情，所以對我而言幾乎都用得著，比如說股市與心理學

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可能會看一大堆得心理學，還去看一大堆的自傳，然後去

想心理學、行為經濟學與股市的關聯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