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如故的企業管理者

蔡輔原，畢業於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美國卓克索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長期於高科技業任職，現任富晶通公司總經理。

蔡輔原學長本懷抱著對商學的熱忱，卻意外地進入外交系，從此展開一段精彩的外交之旅。

在外交系的各種點滴，如靜水流深似緩慢地匯集，成就他未來的商科之路：在美國卓克索大學

拿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學長長期在高科技業貢獻一己之力，現於富晶通科技公司擔任總經

理一職。外交系的國際視野與利益思維，輔助學長在商學領域有更宏觀的思考與決策；政治與

商業的知識如河水的交會，流經山野萬里，歷經枯榮迭替，待時間的醞釀，使理想藍圖蔚然成

林。

撰稿｜顧研齡 採訪｜張子安、顧研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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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留美時期，學長說當初他選擇留美的

原因，首先，考量到管理學與商學在美國較為

強勢，商科領域較符合學長的期望。再者，英

國碩士需要讀一年，美國碩士則需要讀兩年，

雖然美國碩士所需時間較長，但學長認為留學

不只是出國唸書，而是實際走入當地的生活，

了解不同的文化與風情。學長提到在美國生活

遇到的文化衝擊，像是美國人與華人的語文邏

輯不同，學長說美國人通常會直接切入重點再

解釋，華人通常是先解釋因果關係，直到最後

才下結論。

當問到學長選擇轉讀商科領域的契機時，他

說因為當初大學聯考沒辦法填上商學院，故他在

政大外交系與政大法律系兩者中選擇。在填寫志

願前，學長考量到對於外交系較有興趣，加上性

格使然，因此他將政大外交系填在前面的志願，

展開嶄新的旅程。進入外交系後，系上分為國際

關係、語言能力、國際經貿這三大主軸，而他則

選擇去多上一些跟國際經貿相關的課程，替未來

就讀商學院的規劃作準備。學長除了打工、玩樂

的時間，其他時間幾乎都投入修課，當時只要外

交系有承認的商學院學分幾乎都修了，當時的畢

業門檻是128學分，而學長畢業時卻修了高達144

學分，學長笑著說:「多學一點沒有關係的。」因

為他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所以利用多修其他課

的方式去收穫商學領域的知識。

「我能夠認清我自己的能力，是在大二擔

任系學會總幹事的時候。」學長回憶起當時，

他擔任總幹事需要去推動或策畫各種活動與比

賽，除了需要具備良好的組織能力，也需要說

服同儕們去貢獻自己的能力，使得系學會能夠

持續地運轉，而在系學會的經驗更讓學長認知

到自己在與人互動、擔任管理者的層面上有不

錯的表現。

學長坦言自己在系學會的人際交流對未來

有很大的幫助，強調“Do the right thing, not

do things right.”才能夠較有效率地完成任務。

另外，他擔任西洋劍校隊的副隊長，讓他學會

利用有結構性的方法去處理問題，做事態度更

為積極，使他往後在與人的互動上變得更進退

得宜，而「用經驗去帶出能力」成為他於大學中

得到的重要領悟。

蔡學長自政大外交系畢業後，到美國東岸

的卓克索大學攻讀MBA碩士，並在拿下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後，準備進入職場。學長笑著說：

「在柯林頓時代，美國經濟非常好，據說畢業後

去加州就能找到工作。」果真就如當時所說，蔡

學長在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後，在美國加州與臺

灣都有找到工作，而他選擇留在美國。後來，

蔡學長在加州工作了六年，直到2000年左右，

網路泡沫化之後，美國的生產線遷移至中國大

陸，資本與投資大量流往中國，中國大陸成為

世界工廠，而他便在這波潮流之下回到了臺灣。

在蔡學長的職場經歷中，幾乎是在高科技

領域就業，他任職過不同的科技公司、負責過

各種不同的產品。當從光碟機轉換為觸控面板

時，對他來說是陌生且有挑戰性的跳脫，因為

當時他並沒有光學科技公司的相關經歷。不過，

學長仍然決定在觸控面板領域進行嘗試。於是，

他在觸控面板領域中，從乏人問津一路做到成

為高科技趨勢，他的職位也隨著經驗與能力的

增加而上升，現於富晶通科技公司擔任總經理

一職。

政大點滴回憶錄 商業之路的流轉——高科技領域

美國留學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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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進入尾聲，我們詢問學長影響他深遠

的一句話，學長想了一會，他笑著說：“Do

the right thing.”就是「永遠都去做對的事情。」

學長提到除了確認方向跟成果是否符合現在的

需求，也要會自我要求，才能知道是否自己正

在做對的事情。若欲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擬

定完善計畫與掌控成效是重要關鍵，但更為重

要的是在合適的時期做正確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有看到與臺灣農作物不一

樣大小的胡蘿蔔與茄子，在國外生活的一切都

很新鮮，連農作物的大小不一都覺得有趣。在

工作合作方面，美國人通常會負責需要面對客

戶的工作，華人則是負責背後的實作製程。

面對國際政治的變動與影響，學長表示，

不管是在1996年臺海危機，還是現在的臺海局

勢，西方世界都不斷地強調臺灣的國際地位與

重要性，表示臺灣的安危影響著美國對特定產

品的依賴程度與產，海外所設的廠屬於成熟製

程，先進製程還是會留在臺灣品價格。近年來，

臺灣則要把握這樣的優勢，在科技與經濟領域

不斷進步，提高在國際上的優勢。加上人工智

慧快速的成長，晶片的高速運算會變得更加精

細，而臺灣在高科技領域對世界的貢獻就是臺

灣的軟實力所在。

在訪談前，我們就先穿上防塵鞋套，跟著

學長的引導與解說，參訪觸控面板製程的生產

線，而觸控面板的應用範圍很廣泛，像是麥當

勞點餐機、ATM、高鐵售票機、車用設備、手

機等。臺灣的地緣政治與國際地位，與高科技

產業有一定程度上的牽動關係，學長表示高科

技產業多是利益導向，政治的影響力不足以撼

動對產品的需求，但是在美國的軍備武器上，

仍曾經被要求過其中的零件不可以是中國製造。

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之中，使得雙方的經濟和

外交都面臨著風險，從中美貿易戰逐漸擴大為

科技冷戰，包括前幾年的華為事件，學長表示

若產業供應鏈轉換到臺灣，對臺灣高科技業則

是一種的機會。

學長給予想出國留學或攻讀MBA碩士的同

學一些建議，首先，鼓勵同學要把留學考試考

好，而在校成績好則是一個優勢；再者，可以

在大學期間修習關於商學的課程，包括經濟、

會計、統計等課程，這能夠抵免MBA碩士的基

礎課程。學長也分享在美國找工作的經驗，他

建議學弟妹以後若出國唸書，學校若有實習的

專案就要把握，並勇於嘗試去申請。談到實習

與工作，他提到在高科技業任職，實際上，與

從事外交工作或在公部門任職有很大的不同。

學長回憶起年輕時，他經常更換工作，但其實

這是高科技業的常態。當他已在某一階段達到

某個目標或成就，但發現可以做得更好時，就

會去尋找下一個機會。學長更強調需要讓自己

保持在前端或上升期，他說:「在可以做選擇的

時候，不要去走回頭路，也不要待在舒適圈。」

職人的精神——“Do the right thing.” 

科技與外交的牽動——臺灣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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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本次系刊主題「DIP Paradise」，我們詢問了學長，若讓他能擁有一座屬於自己的遊樂

園，最想要擁有的遊樂園類型會是什麼？學長說他會選擇迪士尼的風格，回到小孩子愉快的時

光，包括迪士尼重要的元素，如歡樂、活潑、精緻化等。談到回到某個時期，我們便請學長對

剛入大學的自己說一些話。他說:「請不要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徬徨，不斷地充實自己、探索自己，

跟隨心中小小聲音做喜歡做的事情，並努力地往那個方向去做，人一輩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

足夠了。」學長的最後一句話，就如同日本社會的職人精神，強調用生命經營工作，不斷地精

進與專研，並堅持初心，在自身領域發光發熱，一輩子只專心把一件事做到極致。

另外，學長分享了一部電影給學弟妹們，是2011年由布萊德·彼特主演的《魔球》，電影的

內容大致上是球探利用最低的成本，去找到每個位置上最適合的人選，而學長想傳達的是：

「不論你處在什麼樣的環境裡，你都要去尋找最適合且可以負擔的方法，你才能存活下來。」在

人生的規劃中都需要善用到這一點，除了要有計畫，也要看得清楚內外的環境，才能有效地達

到目標。學長也提到他在大三上了一堂西洋政治思想史，他記得當時的教授跟同學們說:「其實

你們不需要感到徬徨，大學聯考是激烈且公平的競賽，你們能夠考到政大，在未來人生，只要

拿出當初考大學的那一種氣魄、努力與毅力，就沒有問題了。」

學長更鼓勵學弟妹勇於嘗試，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並利用有效且可行的方法追尋理想。

以抽芽吐穗之姿，待圓滿熟成之時，學長的訪談如荒野裡的甘霖，流經記憶與年歲化成良語，

細膩地灌溉著學子們的內心，在充滿希冀的心底泛起漣漪，成為亙古長流的餽贈。

學長受用於外交系培養出的獨特能力，也期勉學弟妹們可以往這些方向努力。首先是語言

能力。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將語言學好，是各國溝通的基本門檻。第二，是在國際政治中，學

到能觀察出事物底下潛藏何種核心利益的能力。不論是把它用在學業上或工作上，任何不同的

階段都需要找出核心利益是什麼，因為人的時間是有限的，需要清楚主要目標，先解決最重要

的問題，才能達到核心利益。

給外交系學子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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