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作皊專訪】「AI 在一年前才被大家看見，我公司

做智慧城市的議題卻已經十多年了。」這段話是五百戶科技

創辦人張園宗創業與技術發展的真實寫照。他領先時代，早

在許多人尚未理解人工智慧潛力的時候，便已投入智慧解決

方案的研發。對於張園宗來說，創業不僅僅是商業行為，它

更是一場不斷學習與探索的旅程，這條路上充滿挑戰，但他

始終堅信，唯有技術創新才能改變世界。 

出身於商人背景的家族，張園宗從小耳濡目染，篤定地朝

創業之路邁進。他更分享自己一直有個崇拜的偶像 – 創業

家 Elon Musk，不斷挑戰現有規範、推動技術進步的精神，

不僅在困難時激勵了張園宗，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創業路線。 

張園宗當年轉學進入本校資工系，一路唸到碩班，並到中

央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深耕資通訊領域，將所學運用 AI、

AIoT 轉化為創新的智慧應用，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人工智

慧在智慧工廠之應用〉為題。擁抱AI的他直率又充滿使命感：

「我希望通過技術創新，真正解決社會問題，而不只是為企

業追求利潤。」他堅信技術不應只是商業工具，而應成為服

務社會、促進永續發展的力量。 

2002 年，張園宗創立了五百戶科技，這是一個以智慧解

決方案為核心的科技公司。早期便洞察到智慧城市的潛力，

終於開始為客戶提供智慧建築與智慧工廠的解決方案。正如

他所描述的：「從資訊化轉變到自動化，再進一步變成智慧

化。」在那個技術尚未成熟、AI 尚未普及的年代，他無疑是

走在時代前沿的先行者。 

在張園宗的創業路上，因緣際會接下台積電的案子是關鍵

轉折點。為了達到台積電要求 99.999% 的良率要求，他帶著

員工兩人頭戴安全帽、帶著兩台筆電，日夜蹲守在設備旁兩

個月，收集現場大量的即時數據，用「人工」創建了一個準

確的模型，「現在的模型都是用機器學習學出來，我們當時

是用人去把它算出來。」就這樣通關拿下案子。他描述這段

過程時，言語中透露著自豪與堅持不懈的精神，也是這個精

神讓五百戶科技陸續贏得中華電信、遠傳電信等國內外指標

企業的託付。 

對於創業的成功，張園宗也提及對於淡江的感謝，「這不

僅是我與太太的母校，也是我們事業的起點。」在淡江創新

育成中心孵化，取得寶貴的資源和機會，開始做智慧化的系

統開發和數位轉型，讓公司在創業初期便有了穩固的基礎。

他特別感謝指導教授前校長趙榮耀和許輝煌教授，「我的指

導教授教會了我如何有效解決技術挑戰，而趙校長則引導我

將目光放得更長遠，將技術創新與社會責任相結合，特別是

在可持續發展的面向上。」 

他也提到擔任淡江資工校友會會長、淡江大學跨業聯誼會

會長、淡江人資訊協進會理事長的歷程中，有幸結識了許多

成功的創業學長，他們的無私支持讓他受益匪淺：「這些學

長不僅在事業上取得了驚人成就，還願意無償地幫助後輩，

特別是在我面臨挑戰時，給了我寶貴的建議和支援。這些經

歷教會了我感恩，並且激勵我在未來也要以同樣的精神幫助

更多年輕的創業者。」 

儘管已站穩腳步，張園宗依然對技術創新保持高度熱情。

他認為創業的競爭不僅來自於技術的領先，還來自於不斷學

習與進步的決心。他強調：「技術的優勢可能會隨著時間消

失，但只要我們保持終身學習的態度，不斷推動技術的創新，

就能在變化莫測的市場中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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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映秀、記者吳映彤專訪】黃泥濘的土地上，非洲馬拉

威的居民拿著盆器裝著石頭當樂器，歡欣鼓舞的圍繞著不斷

湧出的水柱，高舉雙手大喊：「Thank you, Taiwan!」這個

來自非洲的影片，是為了感謝長行行銷創辦人陳梧桐校友和

高雄扶輪社暨友社社友們，在上月底為奇蒂帕（Chitipa）

地區完成了 18口水井的開鑿。在一支支紀錄完工的影片裡，

除了歡樂也出現了彩虹。

從小在農村由阿嬤撫養長大的陳梧桐，回憶童年，總站在

家門口看著外面一望無際的稻田，思考著「外面的世界究竟

是何種景色？」國中五專時期透過閱讀開啟了人生視野，《世

界名人傳記》裡的名人故事如同一道光，指引了陳梧桐的方

向，讓他在資源匱乏的成長過程中，還是胸懷大志，能夠負

笈美國留學，並且在事業小有餘力之後，把愛心從臺灣農村，

再傳遞到了非洲。

這一切都是靠堅毅的信念努力而來。陳梧桐回憶從南臺工

專畢業當兵再插班本校夜間部國貿系（現國企系），白天上

班、夜晚讀書，24歲的他過去求學期間曾只靠一包營養口糧，

分早午餐各吃 5 片果腹。就讀淡江在工作之餘天天揹著一袋

超過十公斤的書爬克難坡，被同學笑稱為「無敵鐵金剛」。

透過不懈的努力，他不僅成為班上排第一名領取獎學金，還

超前進度修完學分，提早一年畢業。他始終感念，在學校提

供的每學期第一名獎學金 4 千元，讓他能夠生活穩定順利完

成學業。這就是他在行有餘力之後，回校捐贈「陳梧桐獎學

金」持續 25 年的背景故事。

畢業後從事業務工作存了兩年的錢，陳梧桐逐夢前往加州

州立理工大學波莫納分校（Cal Poly Pomona）攻讀企業管理

碩士（MBA），回國 2 年後順利創業，以客服中心電話行銷

公司起家。2009 年發現生物科技的前景，便跨域切入，創立

長行生物科技。陳梧桐認為一切都是因緣，從事業務的經驗

及深知如何與外商互動的他，再配合上全球化開展的時機，

讓他創業第三年公司營收快速增長。

在 40 歲前就達到財富自由的他，笑說日本卡通《花田一

路》是童年生活的最佳寫照，因此對農村有特別的情感，呼

喚著他回到故鄉。2020 年 9 月返鄉成立嘉義縣崙禾美地創生

協會，培育農業青年人才、推動鄉親種植高經濟價值作物蘆

筍，期盼改善故鄉務農環境；隔年成立崙禾社會企業冀望以

「崙禾社企．智農創生」理念翻轉故鄉，今年將崙禾美地創

生協會轉型成為基金會，希望讓故鄉的改變更永續長久。

陳梧桐接觸佛學並長年茹素，許多生命故事都成為他持續

行善的因緣。留學時他在美國參與慈濟活動，沒想到在鐘鼓

齊鳴下淚流不止，始與慈濟結緣。回臺後也因不同的因緣，

先後皈依慈濟證嚴法師、不動寺惟勵老和尚。他讚嘆，佛陀

以海龜於茫茫大海中其頭一出海面、恰能穿入漂流浮木的故

事來比喻「人身難得」，曾經讓他無法置信。直到有次在海

馬養殖期間，他登上高處，俯瞰兩分地大小的養殖池，看到

在 1.2 公尺水深的池裡，有超過全球人口數的水族衆生，在

微風吹拂著的粼粼水波下滋養，驚訝大叫一聲，原來「佛祖

說的是真的！」

體會「人身難得」，成為虔敬的佛陀學生，深信因緣果報

業力輪轉的他，看到世上太多的不幸，慈濟證嚴法師「善用

此身，發揮良能」的精神深深烙印在陳梧桐的心中，並成為

他持續盡本份做回饋的動力。回顧走過的路，發現一切都是

因緣！心中無限感恩與踏實：「我發覺內心愈來愈平安喜樂

自在。」

張園宗 智慧服務走在前沿 接受 99.999% 試煉

胡德民 催生高速淡江 網路無遠弗屆

陳梧桐 善用此身發揮良能 回饋世界

五百戶科技董事長
張園宗

遠傳電信執行副總
胡德民

長行行銷董事長
陳梧桐

（圖／陳梧桐提供）（圖／陳梧桐提供）

【舒宜萍、記者王薇婷專訪】1997 年畢業於本校資訊管理

學系的校友胡德民，畢業後仍與母校師長保持聯繫，2008 年

起隨著本校電算系（現資工系）大學長，微軟大中華區總裁

黃存義，到北京微軟中國，擔任開發平台總監，2018 年回到

台灣微軟，擔任專家技術部總經理，2021 年起於遠傳電信擔

任執行副總經理至今，多年來全力引入企業資源，積極推動

母校與微軟、遠傳合作，胡德民可以說是見證並協助淡江資

訊化腳步大步邁進的功臣之一。

當年報考大學，胡德民填寫志願前已經擁有程式設計基

礎，非常清楚並堅定的選擇資訊相關科系，而且只填了 10

個志願，認定淡江大學為當時公私立大學中，資訊化成果最

為明顯且超前的學校，「那時家裡是以中華電信連線，而淡

江已經擁有兩條 T3，在教育部對外網路連線中速度最快，簡

直就是高速公路，太方便了。」大專校院中，淡江為北臺灣

較大規模的計算機中心，因為具備這樣的資源，胡德民選擇

進入淡江大學資管系。

果然，胡德民就讀資管系時如魚得水，他認為，淡江在資

訊方面，有兩項對他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一是：教師有著豐

富的學術與應用經驗，讓胡德民受益良多，他在學期間架設

學校 BBS 站與維護，成為很寶貴的經驗。就學期間透過快速

的網路，讓他雖然身處淡水小鎮，但透過網路的連接，世界

變得無遠弗屆的廣大，如同站在全球的中心。

其二是，他在畢業後與母校教師持續聯絡，當年系主任黃

明達所成立的「淡江人資訊協進會」中，認識了本校資訊相

關科系，或在資訊業界工作，在事業上具有成就的多位學

長，提供了胡德民許多幫助，後來在校友酆隆恭邀請下，

進入精業公司任職，2004 年受同系學長林春慶推薦下，加

入台灣微軟，讓他能充分發揮所長。

胡德民於台灣微軟任職期間，曾獲「全球最佳開發平台

產品經理」、「微軟全球員工卓越貢獻金獎」及「微軟全

球最佳解決方案技術領袖獎」，為台灣微軟第一位獲此榮

譽的技術主管。轉任遠傳電信資訊站執行副總經理，為生

成式 AI、大數據、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方面重要推手，

2023 年再榮獲 IDC「年度最佳 CIO」肯定。

無論在微軟或遠傳，胡德民首先想到的是回饋母校，他

笑著說：「天平也會偏一邊。」2020年協助成立AI創智學院，

引進國際證照考試，2022 年主導遠傳與淡江簽署「SG 元宇

宙淨零碳排校園」合作備忘錄，同年啟動「敏捷通訊智慧

校園」，完成「雲端交換機通訊系統」；2023 年主導淡江

與遠傳、台灣微軟聯手打造首座校園永續雲，籌組 SDGs 轉

型聯盟推動智慧淨零，2024 年舉辦淨零轉型高峰會，推動

校友企業響應母校 AI+SDGs= ∞目標，強化校友關係。

胡德民表示，淡江對他來說，不只是陪伴走過大學時光

的夥伴，也是陪伴走過 30 年、40 年的開端，「這些年來學

校老師的教導與鼓勵，在業界又受到學長們的提攜，也歸功

於淡江寶貴的校友資源與靈活的決策執行力。」在與母校合

作過程中，胡德民感受到校長葛煥昭對資訊化的重視，在推

動各項事務時各單位也彈性配合，讓合作推動得更順利。

「學校好，我們才會更好。」學生與學校的關係往往是雙

向的，他很樂於協助母校發展，同時認為淡江的校友資源是

非常寶貴的，對校友有組織的經營，更是淡江大學常年被評

為企業最愛的原因之一，值得每一位淡江人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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