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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職說】資管系校友劉桓均 勇闖越南

趨勢巨流河

（文／陳維信整理） 

我是資管系畢業的校友，在越南的傢俱公司工作，前後擔任過總經理特助、生管、採

購已9年多，大學畢業前，從來沒想過會到越南發展，但出國工作是我嚮往的生活方

式，我不喜歡侷限自己，也不希望跟許多人一樣的工作路徑。因此，畢業後在父親的

建議下，一起到越南考察一段時間，跟著父親拜訪幾位已擔任企業主的朋友碰面，也

獨自去附近城鎮旅行，深入當地的風土民情，經過3個月之後，確定要在越南是可以

鍛鍊自己與實踐理想的地方，於是決定留在這裡闖一闖。然後花了6個月左右的時間

學習越南文，由於從環境中實際觀察和應用，很快就掌握了越南文基礎，加速融入當

地的環境。 

越南在許多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電影《第一滴血》、《阿甘正傳》或《勇士們》

，但現在越南已經完全不一樣，而且是越來越不一樣。越南從80年代改革開放後，穩

定的經濟帶動了人口的成長，如今已有近億的人口，而且人口結構正處於黃金期，大

多數為30歲上下的青壯年人口，豐沛的生產力，吸引許多國際企業都在這裡設置工廠

，創造了很多工作機會，而越南政府也大量開展相關經濟與民生建設，如今幾乎越南

每年都有5%-7%的經濟成長率，年年都高過台灣的成長率。台商算是很早就來越南開

展投資的一群，不論南北越都有相當多台商的工廠，人才的需求也很大，許多台灣公

司雖然想多聘用台灣人，但高競爭的環境或離鄉背井的孤獨感，讓台灣年輕人卻鮮少

能待下去的，基本上來10位台灣人，大概有9個都離開，很少有人能待2年以上，不是

適應問題，就是能力不足。因此，台商的管理階層就只能空著，或是其他台幹一人多

工，而越南人也因此能分到一些稍微高一點的權利或職務，這也使得他們有機會更快

速的成長。 

在越南的待遇相較台灣是比較優渥的，大學剛畢業來到這邊大約1000-1500元美金

，待了兩年以上，工作熟稔且能越南話基本溝通，可以到1800-2000元美金，3-5年

就可以達到台灣可能花十年也盼不到的位置或薪資。公司有跟台灣的大學配合，所以

常會以實習生來公司，但幾乎都表示不太適應這邊的環境，因此待遇雖然不錯，但實

習生也不願意來工作，不過也因為很少人要來，而讓薪資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只要有

用心和毅力，在這邊存一桶金是很容易的事情。在越南這些年，雖然有些台灣朋友

，但在職場上大多數還是越南人，而長期的觀察和相處，我認為越南人是非常聰明的

民族，不論是學習能力或臨場反應的都很快，甚至有些事情會自己「改良」成較快的



做法，若我有發現的當下，會跟他們說明少了這些步驟會增加瑕疵產生的可能性，雖

然有些人會願意配合這樣一板一眼地工作，但有些人會比較特別，他們會判斷主管的

能力或身分來決定是否配合，只要是被認定是有能力的主管，他們工作上可以盡全力

的配合，如果被發現沒什麼能力或份量，那管理上可能就很容易不如預期了。之前有

位女同事，在公司的年資比我多好幾年，工作能力也很強，儘管職權上是我負責管理

部門，共事初期幾乎不理會我的工作安排和指示，常常忽視我所寄的郵件和簡訊，長

官交代下來的工作，只照她自己的意思做事，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溝通和觀察，漸漸調

整溝通與互動的方式，總算認可我的為人和處事能力，並願意接受我的指揮調度。後

來，這位女同事離職出去創業開公司，憑藉著能力和口碑，承攬到公司和相關企業的

訂單，如今也是一位小富婆了。越南員工學習快又有想法，因此，在這裡建立互信是

非常重要的，除了自己的學習和成長得更快以外，也要尊重不同的價值觀，所說的話

才會有人願意聽進去。維持自主學習的習慣，才能在聰明的越南同事中獲得肯定，而

融入和了解當地民情文化，才能找到交流的共鳴點，進而相互順利合作。另外，由於

我掌管整間公司的採購，職務上是必須避免跟廠商有私下吃飯喝酒情形，但越南這國

家收回扣的文化是很嚴重的，除了用流程及制度來降低弊端的可能性外之外，還必須

時不時明示或暗示來讓其他人知道，我隨時都在注意。 

在越南有許多國家的工廠和員工，也因此發展出許多配合外地人的休閑娛樂，像是豪

華KTV、酒吧和購物商城等，所以除了去名勝古蹟或自然景點外，下班或假日我們幾

位好友都會去市區的酒吧或咖啡廳，由於我在大學喜歡上打保齡球，後來還加入校隊

，所以假日我很常去保齡球館消磨時間，也會參加當地舉辦的保齡球比賽。在越南

，保齡球還蠻風行的，而且在這邊能到保齡球館消費的人，基本上都是富家子弟或高

經濟收入的人，由於我球打得還不錯，常常以球會友認識了一些不錯的朋友，邊打球

也會邊交流一些資訊，掌握一些局勢的脈動。在這邊的休閒消費還蠻貴的，但這邊很

多人即使收入不高的人，還是很願意花半天的薪水喝一杯咖啡，甚至借錢來買一台

20-30萬台幣的機車，或是花200元美金滿一支舊款的iphone等都是很常見的。可能有

些人會覺得很揮霍，然而融入當地最快的途徑，一定要敢玩、能玩，像是這邊的流行

音樂、當紅美食之類的，一定要略知一二，才能跟同事有共同的話題，如果一味的排

斥，只會讓自己在這裡的生活越過越狹窄，無法享受這裡獨特的氛圍。 

在異地工作，多少都會有些風險，越南的治安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差，但相較於

台灣當然還是比較要小心一點，像我現在越南話的口音已經幾乎跟當地人差不多，膚

色也曬得夠黑，加上擔任主管職多年的氣勢，走在路上比較少壞人會來偷或搶我的東

西，不過，還是有些情況還是我心驚膽跳。第一次驚嚇的經驗是在第一間公司上班時

，由於同區有詐騙集團，拿著長短槍和電擊棒的公安突襲數間房子，想要逮捕犯罪者



，而我們公司被當作嫌疑犯，因此電腦的硬碟都被拔除、現場被翻得亂七八糟，我超

擔心會被莫名栽贓為詐騙集團，而公安從早上9點被軟禁到晚上9點，總算回復自由身

。 

第二次是2014年的513排華暴動，當時越南民眾抗議中國在南海的一系列行為，在暴

動一開始，合作廠商是來電說似乎有大規模的罷工行動，他們已經受影響得停工。過

沒多久，就有一群民眾騎機車闖進我們工廠，東敲西砸要求工人罷工，我們開始讓當

地員工回家，但又陸續幾波民眾進來砸東西和搬走物品，一群台灣籍幹部躲到會議室

，沒想到有暴動民眾居然持持尖銳木器 及鐵鋁棒闖進來，持尖銳木器抵住總經理的

脖子，要大家把貴重物品拿出來，洗劫一番之後離去，錢包、手錶、手機和戒指等都

被拿走。還好後來混入暴動民眾之間的越南警察，幫忙找回了之前也有小暴動，但頂

多就要我們給員工放假回家，但這次的嚴重程度遠超過以往的暴動，經過討論後，我

們決定回宿舍收拾行李，準備離開公司，沒想到當大家正在收拾行李時，暴民又跑來

宿舍搶劫，生死交關之際，大家決定先躲到屋頂上，等待救援。經過總經理的交涉

，總算從胡志明市區的五星級飯店調來一台巴士要載大家離開，還想盡辦法請兩位警

察來保護巴士，才安全撤離暴動中的廠區，並在短時間內搭上為了該次暴動的撤離台

商的加班機。經過初步的統計，公司至少有50萬美金的損失，而且銀行還說這次的暴

動不算暴動，所以保險不予理賠，遇到這樣的情形，很多小公司只要經歷過一次暴動

應該就破產了。 

幾次的瀕死經驗，讓許多同事都認真思考去留，儘管老闆一直勸說很安全，但還是有

人決定離職。我思考了3天後，決定還是回去越南繼續拚看看，首先是越南的發展空

間確實非常大，再者就是我非常不喜歡被打倒的感覺，雖然這次的震撼教育讓人難以

招架，但我已有在這邊創業的規劃，面對和解決這樣的困難，這是一定要克服的。這

些年認識了許多台商二代和創業的年輕人，成立了一個資訊交流的社團，有別於早期

傾向單打獨鬥的台商，社團成員非常樂於分享，讓彼此都能享有掌握資訊的優勢，在

這互相協助的過程中所創造的效益，遠大於單兵作戰的保密成果，相信在這樣的能量

凝聚中，應該可以有些事情可以做，也有機會實踐我自己的創業目標。越南，可能不

適合每一個人，但我建議想要擁有與眾不同的職涯或經驗的人，可以來闖闖看，挑戰

自己的毅力與能力，相信不用多久時間，就能看到非常不同、強大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