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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憲教你4招 創業充滿機會

專訪

演講題目：畢業等於創業─我的未來不是夢 

演講人：蔡政憲（訊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演講時間：2008年9月24日下午6時30分 

演講地點：L413 

主辦單位：創業研習社 

 

【記者林宛靜淡水校園整理】一直以來，人類用幾十萬個字彙來表達一個語系，但過

去半個世紀，人類將語言元素簡化為「0」與「1」（電腦網路），揭開「數位化」時

代的來臨，並在資訊通信科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商業奇蹟。而「數位化」的呈現不僅

僅在冷冰冰的非生命體，自然界生命體也已被簡化成了四個程序碼──ATCG（DNA序

列），發展出所謂生命科學。另一項經歷了千萬年演變而來的奈米科技，也將繁複的

化學元素簡化後誕生。各位非常幸運的生長於三大科技同時爆發的年代，創業環境和

經濟條件都好，處處充滿了創業的機會。 

大學時代如何為畢業後的創業打好基礎呢？首先須具備「歷史觀」。大學生都應先修

好本科系的課程，但別以為光靠本科系教科書的內容就能出社會打江山。在我的創業

路上，「歷史」二字是成功的關鍵，國、高中時期非常討厭「歷史」，大二那年，修

了「中國近代史」才真正瞭解，原來歷史這麼好玩，而且好處多多。科技史也好、文

化史也罷，歷史經驗會帶給你不同的智慧，看待事情也會有不同的觀點，能推敲事件

的演變，預見未來的變化，掌握創業契機，踏上成功的道路。 

以最近發生的「雷曼兄弟事件」引發金融危機為例，過去我曾經在美國、日本及新加

坡等地工作多年，並經歷了美國的經濟衰退、日本的泡沫經濟及東南亞金融風暴等

，這段歷史培養了我對危機處理的靈敏度；事件發生的當下，運用歷史經驗，未待波

及，我已經預先想好了應對措施，所以能將影響降至最低，渡過危機；因此，敏銳觀

察力是企業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能讓危機變為轉機、生機。同學們現在所學、所見

都將成為賴以創業的歷史經驗；而畢業後所做的每一件事更須特別珍惜，因為打拚過

的足跡、遇過的挫折和解決的方法都是你的履歷，是你一輩子的資產。活用歷史可以

幫助你解決問題，不管將來要創業或就業，要記住「老闆不要你告訴他問題，老闆要

你告訴他怎麼解決問題」。 

其次是「跨領域學習」。現代科技變化快速，資訊量也大，如果相信學科是單一領域



，那會讓你故步自封；舉化工為例，1987年美國集結化工領域產官學界領袖發表一份

白皮書，內容析論化工人才的培育，除了化工師資，物理、電機、醫學、生科等都不

可或缺，許多現代生技界佼佼者，便是當年從化工跨領域學習培養出來的。凡事沒有

特定的領域，許多事情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消除學科界線的學習和訓練，才

能走出跟別人不一樣的路。 

第三是語言能力的培養與國際觀。語言學習是創業的基礎，外語可以幫助你建立良好

的溝通管道，也是取得第一手資料的必備利器；而且學語言要趁年輕，不要以為將來

還有很多時間和機會，以我過來人的經驗，年繼稍長後的學習能力真的差很多。不管

是工作、出國學習、旅遊、看電影或聽音樂，語言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票，對於未

來幫助很大。另外，擴展「國際觀」也是重要一環，台灣雖小，但不要把自己的視界

侷限住，我曾經在國外生活10多年，那段經歷擴展了我的見識，也改變了我對事情的

看法和決定。 

最後是「廣結善緣」。「人」的因素在創業中居於重要地位，任何人都不可能單一生

存，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拚是創業的一大助力，歷史上許多英雄都是靠眾人打天

下，沒有人生來就註定是時代豪傑；一個team中，每人有50分的工作成效，10個人加

起來就有500分。就像「七爺八爺」的道理一樣，只有一個七爺或一個八爺都不起眼

，但把七爺和八爺加在一起便創造出一個引人注目的特殊優勢，團結力量大，廣結善

緣，在創業的過程中你會覺得貴人特別多。 

同學們做事要秉持一個信念，「只要是想做的事，一定能做到」，專心一意，全力衝

刺。將任何有興趣的事物都當成一門學問，發揮「工匠精神」，注意每個細節，深入

學習；做每份工作都要懷著熱情，遇到困難也不輕言放棄，不要想著自己還有退路

，就會擁有堅強的毅力和決心。想要創業的同學，不要看見別人做什麼就跟著做，一

個領導人要有策略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多方學習、累積經驗、廣結善緣就能幫助你把

問題都「get it d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