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 20歲的自己對話 

時間：2017年 10月 17日 18:30~20:3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台灣諾華癌症事業部總經理 陳喬松 

 

本學期第一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邀

請到台灣諾華癌症事業

部 陳喬松總經理來演講。

講座以「與 20歲的自己

對話」為題，透過陳總經

理分享他的職涯路程，使

同學能夠對現在和未來

的人生有更多的思考和

規劃。 

開頭由洪敬富學務

長引言，「現在的 20歲與未來的 20歲，你會有什麼樣的有趣精彩對話？而諾華

做為一個全世界非常知名的醫療公司，它不僅對於這個所謂的企業責任有所追尋，

它也對我們人類的福祉做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貢獻。陳總經理有非常豐富的人生閱

歷，他不僅是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也在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攻讀碩

士學位。除此之外，也到瑞士、港澳台等等去進行醫療生技的產業。癌症雖然是

國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但由於有諾華這樣的一個負責任的企業，為我們人類帶來

更好、更有效的人生，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敬重的企業。今天，陳總經理在他

40歲的當下，去回顧他 20歲的青春歲月，這樣的一個對話，讓我們成功大學在

座的這些年輕一代，去思考規劃，營造自己未來 20年的發展。我們也期待今天

這一個演講，能夠讓大家有一個豐富的收穫。」 

陳總經理首先談了一下諾華這間公司的背景和發展，在初期，許多決策常常

是好壞皆有的，比如創新和投資，做別人沒做過的事；又或者是大量收購企業以

擴張版圖，卻造成難以全面掌控的情況，這一路走來，實屬不易。「在 20歲做的

決定，正確的不會超過 30%，但是這 30%的決定，造就了我今天的成功。」，用



諾華的成長經歷提醒同學，儘管成大在天下雜誌的評比排名中是企業最愛，但並

不代表同學的未來就一定是成功的。唯有不斷的學習，讓自己的專業與眾不同，

才能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中學到大學、研究所，我們花費了寶貴的 10-15年。我們擴充了多少自己

的經驗及知識？我們又內化了哪些知識誠為自己將來最佳資產？」，陳總經理認

為，現在的年輕人大多相當有抱負，會分工合作，有自己的人生主軸。有人訂立

好了目標，就會努力一步一步往上爬，那麼，在過程中，你有沒有把知識與經驗

內化成你的資產呢？可能沒有。當我們不斷前進的同時，其實路邊的花花草草也

是很美的，在追求目標的時候，何不偶爾停下來看看周遭的人事物，也許它們可

能會成為你人生的契機。亦不要小看遇到的那些失敗、挫折，在這過程中學習到

的東西，都可以持續推動你的人生。 

講者告訴我們，當你在學習的時候，別人也正在學習，唯有不斷強化自己，才有

更多的優勢。儘管公司研發了一款藥物十幾年，成功率不到 10%，而且最終失敗

了，但他依然為在這當中所學到的經驗而感到自豪。製藥業在知識產業裡面，是

競爭力最高的，因為很燒錢，不一定會成功，但它卻總能令人心生嚮往，因為這

可以救人。 

陳總經理提到他非常希望能來到成大，因為成大是一個綜合大學，有很多的

學院。諾華有三間足球場大小的抽屜，機器日以繼夜的工作著；用 AI智慧去檢

索研究各種病例和藥物；醫師和工程師合作，可以更有效的診斷病情與治療。而

這些事情已經不是空談，它們正在發生。重要的是，這些技術需要的不是醫生，

而是工程師，醫師只需做最後的檢查確認，甚至準確度不見得能比上機器。跨領

域的合作、以人文本，必定是未來的趨勢，所以對於擁有多項資源的成大學生而

言，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助力。 

在未來的 10年、20年、40年

裡，必然會遇到各種挫折，心

中必須有一個想法告訴自己

花了這麼多時間是為了什

麼？ 

陳總經理告訴我們三件事：一、

享受多樣性，世界不全然是美

好，但要能去包容和從別人身

上學習；二、身體語言會反映

出你這個人，有時不一定是態度決定一切；三、要有洞察力，「為什麼做」比「怎

麼做」更重要，這正是要說服一個人時必須抓住的重點。所以說，要知道自己今

天為了坐在這裡聽演講，說服自己來這邊的目的是什麼？這樣才是更有意義的

事。 

談完了 20歲的企業，陳總經理開始談他的 20歲職涯。考上藥師之後，認為

錢太少所以到外商工作，當過很多職位，做了很多事，去了很多地方，而這些過



程，都是使他繼續前進的契機。在工作中，最怕的是腦子的想法用完了，這時候

就要另尋出路，把位置留給更好的人才，而自己的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是一

段時間，然後在尋覓下一步。對於現在和未來，隨時都要有應變的能力。 

「世界的高度取決於你的視野；世界的寬度取決於你的體驗。」 

 

Q&A時間 

 

Q1：請問陳總經理您在大學生活有什麼樣的經歷及如何培養自己？ 

A1：我想先請問你，你的內心對什麼最有熱忱？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快樂？回到

三年前在中國的日子，我問自己是不是真的撐下去，如果有 20年的時間都要做

這樣的事情，自己是否具備這樣的熱忱？這些事情，都應該是你在大學時就要想

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我認為你可以在學校以外的時間，去學習看看新東西，那

都是非常好的。你們現在在學校的時間非常多，建議各位可以透過老師去尋找學

習的管道，這些東西累積起來，對你是相當有幫助的。 

 

Q2：我是醫工系的同學，現在正好是

20歲，有所謂的「大三憂鬱症」，一邊

要做專題，一邊又要思考我們為什麼要

做這些？我自認是一個滿有抱負的人，

那如果有目標的話，就會忽略旁邊很多

事物，而我手上也已經有目標了，也容

易忽略旁邊的人事物，我想知道，有什

麼辦法能增加自己的視野？ 

A2：現在，是講究以人為本的時代，醫工這一塊，在未來五到十年裡會越來越

重要，需要把很多東西整合起來。你現在 20歲，是個有抱負的青年，有目標是

好事，但是請不要忘記，所有事情都不是你一個人做，如果有人一起做，其實成

功的機率會大一點，成功會比你想像的容易一點。 

 

Q3：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第一個問題是您說您是活潑外向的個性，那為什麼

當初是選擇就讀藥學系而不是商學院？第二個問題是當您從醫療領域跨到商業

領域時，有遇到那些挫折，又是怎麼克服的？ 

A3：老實說，第一個問題我不知道，不唸商學院的原因是因為我媽媽是國稅局

的人，填藥學系是因為我化學很好，以為讀藥學系就是畫苯環，但實際上差的可

遠了。那各位填科系時考慮的是什麼？我填的時候是先把我爸媽念的劃掉，再看

有什麼是我喜歡的，你就知道我有多叛逆了。那就只是因為我化學很強，跟我的

個性沒什麼相關，而且老實說因為太愛玩，所以書沒有念得很好。第二個問題是，

從醫療跨到商管，這中間的阻礙確實非常多。從一個充滿了 SOP的工作轉換成

一個具有侵略鼓動性質的工作，為了使客戶對我們有特別的偏愛，就得去放大我



們的優點，但又不能明講。當你轉換成另一個工作時，你要用的能力就不一樣，

雖然我可能還沒有表現的很好，但我就是盡可能的勾引出大家我這個東西的興趣。

而當我成功跨過去那些挫折了以後，我就覺得那是很美妙的一件事，因為這些產

品都可以由我決定，可以用策略去衡量，是一件美妙的事。 

 

Q4：我是藥學系的學生，想請問藥學系的出路？如果我將來想進入藥廠工作，

那是比較需要學術方面的知識還是臨床方面的？藥學系有分四年跟六年，成大是

六年制，我想我可能會偏向走臨床方面，您可以給予什麼建議嗎？ 

A3：第一個問題非常廣泛，回到前面同學問的第一個問題，我想你必須先問你

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這個喜不喜歡就是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堅持去做。

各位要知道的是，在衡量你的未來時，也要知道你在學校裡最有興趣的是什麼？

不管是四年也好六年也好，藥師的領域其實非常廣泛，在醫院當臨床藥師，那學

到的東西是非常多的；或是自己開藥局，收入也不錯，缺點是工時很長；甚至如

果是進入藥廠工作的話，可以去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要知道你的個性是什麼，

這個工作的性質是不是你喜歡的？不管你偏向哪一邊，都沒有什麼不好，天地之

大，總有你的容身之處，到這個世界來看看吧。 

 

Q5：您在演講一開始有提到您覺得自己的優勢與別人不同，那我想知道是什麼

優勢可以使您這二十年來的職涯持

續前進？第二個問題是您經歷過多

個部門，請問您是如何在轉換的過程

中，快速抓到這個部門的核心價值，

以及如何去學習這些技能？ 

A5：第一個問題，我先問這裡有沒有

研究所的學生？我想問你們，在研究

所裡面學到最大的一個技能是什麼？

（同學回答簡報技能、邏輯思考、溝通能力、解決問題）我覺得我的優勢是解決

能力，當一個東西擋我面前時，我可以按照邏輯去解決，我知道我可以從中去學

習到什麼。各位所認為的優勢包含了很多，例如邏輯思考、溝通能力，而這些東

西，不論是在研究所或是大學裡面，你一定要把它練到跟高中一樣銳利。老師問

你問題，除了要想怎麼回答，還要想老師為什麼要問你這個問題？這背後一定有

什麼涵義，而這就是我們要從老師身上去偷來的。這是我認為我與別人最大的不

同，所以當我轉換到不同的部門時，第一件事情是花一個小時去跟部門的人互動，

了解我可以做什麼，怎麼樣使我能夠符合這個工作，這是你成功的基石。第二個

問題是當我到了一個全新的部門時，我會快速並且完整的去了解周遭的人事物。

任何的轉換，像是從大學到研究所、這個部門到那個部門，開始的的一百天最重

要，彼此都在互相觀察，人家要給你下的定論，都是在這一百天，所以在這一百

天內，我每個禮拜都花一小時，把跟誰講電話、講話等做成一個樹狀圖，注意跟



誰講的話比較多，是否忽略了其他的人事物，被忽略掉的就做記號，下禮拜補回

來，人家才不會覺得你都沒有在做事，透過這樣的方法去紀錄時間都花到哪裡去

了。到了新環境，要注意這些小細節，這禮拜開始前先寫自己要做什麼，這禮拜

結束後拿起來看問自己有沒有做到，很簡單，但是這禮拜做不好，我就會在上面

寫一個「混」，下禮拜再重來。 

 

Q6：請問您現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A6：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我來講很容易回答。每天上班之前，我都會告訴

自已。現在最核心的價值是團隊，有些東西不是我能獨立完成的，這時候就要依

靠團隊。比如我要怎麼樣在兩年之內結束在中國的工作回台灣陪小孩，那這絕對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完成的，我需要團隊來完成他。所以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讓我

的團隊能力加強，可以凝聚

在一起，為了同一個目標努

力，而這是可以花掉我絕大

部分的精力和時間。 

 

Q7：我是生技系的同學，現

在幾乎都待在實驗室裡，希

望未來可以往業界發展，但

是現在大家對生技好像都

不是很看好。那因為藥也算

是生技的一部份，想請問在藥廠、像諾華這種國際企業裡，生技未來會有怎麼樣

的發展或前景？ 

A7：我覺得生技其實可以再發展，曾經有人做過統計，說藥廠的研發效率是生

技的十分之一。我講個故事，我們做了很多實驗，但也有很多實驗是失敗的，所

以在兩年前，把主席換掉，換成一個熟悉科學家的人，他來到我們諾華研究癌症

的科學大樓，很驚訝的說原來諾華的研究人員可以上下班，表示科學家可以上下

班難怪效率很差，所以就開除了所有人並叫他們去生技公司。那這棟大樓，其他

人進來後如果三年內沒有做出成效，就把位置讓給其他的生技公司。所以你問我

生技產業有沒有未來？一定有，這個領域很需要人才，從大的藥廠來說，研發的

量其實是不夠的，只是台灣現在沒有這樣的平台跟人才，如果有，它就會好。 

 

Q8：我認為精準醫療是非常利於病患和家屬的，但未來有可能成為臨床醫療的

一部份，我覺得有點害怕，因為接下來人力的部分會不會被機器人取代？那要如

何不被取代？ 

A8：我簡單告訴大家一件事：不用擔心，機器永遠只是輔助。大家去試想一件

事，不論是何種機器，最終能做的都是提供意見，機器人永遠不會拿到醫師的執

照去看病人，所以這是不會發生。而移動病人這種的，不會是將來醫護人員的核



心價值所在，醫護人員未來的價值變得非常高端，不再侷限在勞務性質方面。我

覺得不必擔心 AI、擔心機器人，你要擔心的是能不能提升自己的內在，使它們

變成你的幫手。 

 

Q9：請問大一新鮮人的角色該是什麼樣的角色？ 

A9：玩。此時不玩，要待何時，年輕是不會再回來的，你把年輕花在什麼地方，

就造就了你的未來，分配好時間，可以符合他人的期待，但不要違背自己的心。 

今晚兩個小時的演講，陳總經理為同學帶來了豐富而寶貴的意見，使同學對於未

來能夠有更多的規劃。前人的經驗，是能為後人鋪路的。 

 

本學期第一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邀

請到台灣諾華癌症事業部 陳喬松總經理來演講。講座以「與 20歲的自己對話」

為題，透過陳總經理分享他的職涯路程，使同學能夠對現在和未來的人生有更多

的思考和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