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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單位主管介紹】：資訊軟體學系、通訊科技管理學系主任蔡政言

人物

【記者黃靖淳專訪】「新科系的成立，一定都有他的意義存在，所以我們並不是著重

在基礎知識的突破，而是把相關知識做應用、相互配合，套用在商業模式上，提升其

產品效益。」身兼創業發展學院資訊軟體學系及資訊通訊科技管理學系的系主任蔡政

言笑著說。 

 

以前社會強調專業化，跨領域人才相對較少，而蔡政言認為這兩科系的跨領域性，是

很重要的一個宗旨，若一個學生能習得軟體、工程、商管等技術，並且具有人文藝術

氣息，就業時的競爭力就相較提高許多。他舉例，大部分工科出生的學生具有求真、

求實的特點，重視的是數據，但太過於專注在數字上，導致有時會忽略這數據背後隱

藏的意義，數字上的突破，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就，卻缺乏商業價值或對人

類生活的經濟效益。 

 

對於現今大學生面臨的問題，蔡政言提出他的想法，有很多學生在校內表現優異，展

現趾高氣揚的態度，但出了社會以後，卻成為一個自卑、沒有競爭力的人。另外，現

行大學制度，培養出很多類似的人才，同質性太高，例如許多學校都有資工、資管系

，自己做出來的成品要如何與眾不同？若無法脫穎而出、認為自己跟所有人都是一樣

的，相對的自信心就會較為不足。在資訊軟體學系與資訊通訊科技管理學系的目標

，即是要創造一些不一樣的，引導學生發現、創造、肯定自己的價值。 

 

如何建立學生的自信心，蔡政言以課程規劃方面舉例，在蘭陽校園有90％課程以英文

授課，大三又能出國留學，再加上通識課程的人文素養之培養，以及創業發展學院將

工學與商學課程結合，諸如此類種種環境，對學生必能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自然而

然，同學們就會認為自己與傳統資工系、資管系出身的學生是不同的，而產生信心

，他說：「不一樣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最好的一定是不一樣的。」蘭陽校區的學制、

課程、授課方式、語言都跟別人是不一樣的，蔡政言希望建立給同學的觀念是：相信

自己的「不一樣」是往好的方向走！ 

 

蔡政言 

 



學歷：美國喬治城大學經濟學碩、博士 

經歷：美國喬治城大學助教與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