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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危機與轉機，造就非凡人生──謝智通學長專訪 

 

 

撰稿：張心瑜 採訪：張心瑜、蔡睿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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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基本款式的 polo 衫，搭配休閒連帽外套，謝智通學長中氣十足地招呼

略顯拘謹的我們。在訪問的過程中，氣氛輕鬆、言笑晏晏，從他身上我們看到

的不是大老闆的架子，而是臺灣人典型的樸實無華與腳踏實地。 

 

求學期間，奠定從商基礎 

謝智通學長在求學時因為喜歡且擅長於英語，所以立志成為外交官。在大

學聯考時雖然其高分足以錄取臺大，但仍選擇外交系作為第一志願就讀。進入

大學之後，他不像其他人可以專注於學業，身為長子的他為減輕家中的經濟負

擔，以同等學力證明與一千多名大學畢業生競爭導遊執照，最終搶下 5%名額，

順利開始他的導遊生涯，這份工作不只讓他賺取了豐厚的生活費，也為未來的

事業埋下伏筆。 

在擔任導遊期間，學長一邊帶團一邊上課，雖然因工作少了許多讀書時

間，但他對於學業卻絲毫不敢輕忽，若缺課會與同學借筆記抄、考試前努力複

習補齊平時的不足。對此他笑道，因為自己很會抓重點再加上考試技術佳，考

試成績都比借他筆記的同學還要好，最後以第三名畢業。對於自己優異的學業

表現，他表示秘訣在於──「要做時間的主人，而非奴隸」。時間管理是成功者

們的共同點，世界上公平的事物唯有時間，要如何運用完全取決於自己，無法

掌握等藉口都是推託之詞。 

除了導遊工作以外，學長也透過他人牽線，接觸到貿易相關工作，並憑藉

著出色的語言能力以及善於溝通等特質在工作上如魚得水，進而引起他對貿易

工作的興趣；再加上適逢臺灣退出聯合國，他認為雖然就國內而言，外交部的

職缺不會減少、代表及大使的地位也相當，但長期來說，我國的外交工作仍有

其困難之處。基於以上原因，謝智通改變目標，不再拘泥於傳統的外交工作，

決定踏入商界，以不一樣的方式讓世界看見臺灣。 

 

創業之路，胼手胝足打造百億企業王國 

  在退伍之後，學長依計畫進入服裝貿易公司工作，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妻子

的一位美國客戶。當時正好有一間皮衣工廠經營不善倒閉，那位美國人因賞識

他的能力，提議讓他接手管理工廠，這使身為社會新鮮人的他感到驚喜又有些

惶恐，更妙的是那位美國人不只幫助他接手工廠，還無條件提供兩百萬臺幣的

創業資金，學長笑著說：「這筆錢在當時（民國六零年代）多大啊！」。就這

樣，天時、地利、人和，一個完全不懂皮衣的青年開始經營皮衣工廠、開啟了

宏偉的商業之路。 

  在創業初期，生意發展順利，但無奈在 1980 年代，臺灣已躋身亞洲四小龍

之位，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榮景不再、缺工問題嚴重，一張訂單可能要發包

全國工廠才能完成，又時值韓國政府大力振興國內產業，臺灣的勞動成本太高

無法與之抗衡，製造業不是收攤就是出走，這是謝學長創業路上迎來的第一個

危機。 



 

53 

 

面對危機、正面迎擊！學長轉換戰場至中國杭州，並在五年內躍升中國最

大皮衣場，年產 120 萬件皮衣、收益 4700 萬美金，箇中秘訣為何？他說，他的

機臺及流水線產量為中國當地工廠的六倍，在快速之餘，品質更是無可挑剔，

成功克服第一個危機，但孰不知，下一個挑戰已悄然出現。在學長成為中國皮

衣霸主之後，其他廠商當然也想分一杯羹，開始高薪挖角人才、複製他的成功

公式，再利用削價競爭嚴重影響學長在中國的收益，對此他陷入收手回臺灣及

再轉型的天人交戰，他最終選擇再戰，選定無人觸及過的美國沙發工業，將縫

製皮衣技術轉化到沙發套，爾後又延伸到沙發成品的製作，透過快速又高品質

的特色，再度取得成功，成為將美國沙發業帶回中國的先鋒。多年後，謝智通

回顧他的事業路，才發現當年把美國沙發業引入中國的決策，徹底改變了美國

沙發業的生態。 

引入新產業的謝學長成功與其他中國廠商拉開差距，獨霸沙發代工的龍

頭，可惜時間一長，又陷入抄襲模仿、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這時他做出最重

要的轉型──客製化傢俱。「客製化傢俱」顧名思義就是為客戶量身打造獨一無

二的傢俱，學長提供一千種以上的材質、顏色、尺寸，總共二十五萬種以上的

排列組合供客戶選擇，從下單到製作完成僅需兩週時間，再加上三週的跨海運

送及清關，僅需五週就能讓熱騰騰的客製化傢俱出現在客戶家門口。這樣的客

製化傢俱做幾十件、做幾百件已經不容易，他一週出貨三千五百件，這表示他

的原料庫存充足；再者，每件商品需經過層層關卡，每一步都有可能出錯，只

要出錯就會卡住生產線，影響其他訂單，說到這裡，學長自豪地表示，他以

「Just in time」為原則，有效避免順帶成本，加快生產速度，同時改善投資

回報。靠著一貫的快速、高品質，再加上囊括生產、倉儲、運送的

「logistic」整合，學長穩坐全球最大的客製化工廠。 

  「客製化」使學長的企業站得更高、更穩，因為複合型的生產鏈，其他廠

商難以完全模仿，就算挖腳也無法得到所有資訊，所以十多年來客製化的生意

屹立不搖。他表示，其客製化傢俱產業成功的核心價值有三：價格、品質和速

度。在價格的部分，他的產品比中國生產貴上百分之二十、比美國便宜百分之

二十，處於中間的位置；品質上，他肯定比中國廠商好，和美國相比也毫不遜

色、甚至更佳；在時間上，中國及美國的製造加上物流時間都落在八到十二

週，學長則是控制在六週。以上三點很明顯可以看出孰優孰劣，也是他訂單源

源不絕的原因。談及未來的計劃，謝智通分享道，他會採取「 total 

solution」的策略，也就是提供客戶在產品設計及生產過程的所有資訊，包辦

設計、生產、倉儲、物流、維修所有事項，這樣的服務一方面使客戶及經銷商

更為方便，另一方便因為智慧財產權的保障，謝智通的企業可以囊括所有訂

單，達到客製化的量產。「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工廠業務了，我做的是現代服務

業！」學長對於自己的事業是這樣定義的。 

  為開創更穩定的商機，學長在 2016 年自創品牌，瞄準中國大陸高消費族群

的內需市場，期待斬獲更大的市場與商機。另外，為因應中美貿易戰，他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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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版圖拓展到泰國、柬埔寨、墨西哥尋求更安全的投資環境，為企業鋪設更為

寬廣的藍圖。四十多年前，學長因不可思議的緣分開啟商業這條路，四十多年

間，歷經一次次的危機與轉機，四十多年後的今日，他已站穩腳步，並放眼未

來，期許自己企業版圖能更上一層樓。 

 

成功的獨門心法：累積實務經驗、不斷學習新事物 

  談及學長成功的秘訣，他認為其實不外乎兩個原則，分別是累積實務經

驗，以及不斷學習新事物。 

  學長提到他之所以能不斷開發新市場，其中一項關鍵就是觀察力，透過觀

察才能做下一步的市場分析，分析後找到市場缺口與需求，以差異化的策略開

闢藍海，而敏銳的觀察力多來自實務經驗的累積，這部分是學校及書本不能提

供給學生的。他以自身大學時期半工半讀的經驗為例，認為大學學到的東西多

侷限於書本上的知識，或是教授的學術經歷；然而，如何面對現實社會中的待

人處事之道、利益糾葛，都必須踏出校園才得以體會，若在學生時期沒有加強

與現實社會的連結，就算天賦異稟也無法做出接地氣、貼近社會的決策，造成

「書生誤國」的情況。學長說：「讀活書不要讀死書，多跟社會結合，而實習就

是提早這個過程。」學生就像一張白紙，必須經過社會的歷練，被畫上各種顏

色，才可以培養自己的判斷能力、批判性的思考，最終有能力去決定自己要成

為什麼顏色。 

雖然學長的公司已穩坐客製化傢俱產業的龍頭，但他認為想要讓公司可以

適應變化快速的社會，不斷學習新事物是很重要的訣竅之一。對此，他沒有多

做說明，直接舉了兩個實例：1994 年，他在杭州營運中國最大的皮衣加工廠，

為與臺灣本公司及國外客戶聯絡，一個月光是國際電話費就要三萬多塊人民

幣，為了節流，他想到用電子郵件來取代國際傳真，於是購入了兩臺稀有而珍

貴的電腦、花了十萬人民幣開設網路專線，一步步摸索使用方式，最後成功將

電話費降到三千人民幣一個月，大幅降低營運成本；2011 年，微信甫推出，學

長便主動註冊、積極研究，利用免費、傳輸快速的特點與公司幹部即時的討論

及管理，後來又善用群組的功能，建立各部門社群，使他便於掌控整個公司的

動向。講到這裡，他笑說：「現在都是用微信在辦公了。」時代變化日新月異，

不管做哪一行，都要能夠接受新東西，如此一來才能把握每個進步的機會。 

 

給學弟妹的建議 

  重視實務經驗的謝智通學長對學弟妹的首要建議是──累積實習的經驗，

而且最好是爭取國外的實習。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來說，與他國交流機會多，

世界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其實世界越來越小，因為資訊流通過於發

達，實力差異無所遁藏，競爭只會越發激烈。而學長認為，海外實習的首選就

是中國大陸的臺商，原因有很多，包括地利之便、文化相近、語言無隔閡，但

最重要的是能吸取臺商成功經驗。1987 年開放探親後，八萬臺商因缺乏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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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市場過小，前仆後繼地投入中國市場，為臺灣人打下良好的事業基礎；大

多數人都是在惡劣環境下，一咖皮箱走天下，那樣刻苦耐勞、節儉樸實的臺灣

特質在現在的臺灣青年身上已經很難看到了，其原因在於臺灣生活安逸，多數

人都在父母的保護傘下成長，但這並非福氣，在全球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踏出

舒適圈、受社會磨練，才有機會出類拔萃。「小確幸會害了自己的未來，讓自己

活在溫室裡、不諳世事。」學長這樣說道。 

  除了學習臺商努力拼搏的精神，了解中國的發展情況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與我們僅僅相隔一個海峽的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中國實習能看見不一

樣的視野與角度，再加上中國的年輕一代是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他們因生存

不易而發展出所謂的狼性特質，這點使習慣於溫良恭儉、小心謹慎的臺灣青年

相比之下略顯遜色，透過中國大陸的實習經驗可以使我們多加學習中國青年的

特質，以增強自身實力，同時培養對岸人脈，以備未來不時之需。針對這部

份，學長表示，自己的公司提供給薪的實習機會給兩岸學生，還包辦交通、食

宿的費用，不侷限學校、科系，同學只要有興趣、有能力都可以去實習，期待

看到更多臺灣學生到中國大陸發展。 

每個人的命格、命運不同，適合什麼路當然也不同，因此想要往哪個方向

發展只有自己可以決定，但不管選了什麼，各行各業的共同點就是基本功要扎

穩，只要「手能提、肩能扛」就不輕言放棄。學長以龜兔賽跑為例，只要自己

的功夫做的扎實，時間一長便能成功。以外交工作來說，英語是基本能力，除

了英文以外，第二外語也要優於常人，雖然現在的政治氣氛，外交工作實為不

易，但我們應具備更長遠的眼光，以及為國奉獻的胸襟，只要專心致志、投入

工作，必定有發光發熱的機會。 

  最後，學長不忘提醒學弟妹們行善重要。他的企業多年來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致力於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強化營運能源效率管理，以及持續推動綠色

能源措施，他說：「所有的事情要先學『做人』，再學做事！」因為我們自出生

開始就意在接受他人給予的幫助與資源，在自己有能力之時，也應該盡自己所

能去幫助別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錢賺得多或少，不求回報的幫助他人都是

基本的責任與義務。 

 

  結束訪問，與學長道謝話別，採訪前的緊張不安早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

的是滿滿的溫暖以及收穫，溫暖來自學長的親切和對學弟妹的關心；收穫則是

學長言談中流露的人生智慧與經驗。踏出飯店，一方面覺得完成採訪，如釋重

負，另一方面也發現不足之處，應努力不懈，為自己的未來創造更多的

POSS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