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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職說】莊明暉落腳日本 京阪經營15棟家庭式旅館

趨勢巨流河

「國際化」是本校三化之一，也是本校自創校以來持續努力的目標。由於積極推動國

際化，本校除了擁有全國人數排名第三的國際學生，每年出國留學交換的同學，及到

姐妹校攻讀雙聯學位的同學與日俱增，當然出國打工及畢業後出國的校友，也有愈來

愈多的趨勢。本報特自本期起開設「寰宇職說」專欄，邀請曾經在國外工作或打工的

校友或同學，分享他們的經驗及心路歷程，並提供相關的建議，希望可以讓同學們在

確認出國打工或工作前能有多一點理解，並做好充分的準備，好好的享受在國外的工

作經歷。 

 

校友簡介及現況 

我是資傳系第一屆畢業生莊明暉，目前在日本創業，於2017年3月成立了「

COCOROlife株式會社」，主要是經營旅館業務及關西地區相關景點導覽文創服務，目

前在大阪及京都運營15間旅館，主要客群為外國旅客，由於我們的旅館全都是雙層獨

棟的獨立房型，所以更適合於多人出遊的家族旅遊或團體出行的族群。 

 

到日本工作的因緣 

我個人在創業前曾在日本的中小企業及上市公司工作，總共9年的時間。為什麼想到

日本？剛開始只是單純的想在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比較了美國及日本的相關資訊後

，覺得日本的整體花費及學習內容比較適合自己，所以就決定到這裡念書。學業將近

完成時，原本想直接回臺灣，但一想到要放棄日本的生活經驗實在可惜，如果能繼續

留在這裡工作，或許也是另一個契機，所以就開始找工作（日本人通常會在畢業前就

找好工作），在畢業後無縫接軌地進入職場。 

 

工作經歷與現況 

我在日本的工作，從廣告設計到網站設計行銷、推廣、海外販售及B2B的業務（詳附

表）。至於為什麼會轉變成經營民宿，其實又是另一個因緣：本來只是簡單的想準備

一幢房子，方便家人們來日本玩時可以居住，但幾經思量，覺得一年可能最多只會用

到1個月，剩餘時間閒置在那裡其實有點浪費，這時剛好接觸到airbnb網站，感覺十

分有趣，就想說利用工作之餘試著經營旅館看看，便開始了兼職生涯。這份兼職讓我

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轉變，除了接觸到更多不同國家的人士與工作夥伴，房間數也因



為業績的成長逐漸增加，讓我萌生了以此為主業的想法，這個想法在5年後正式實現

。從兼職到現在正式以公司的模式經營旅館，讓我增加了不少經驗，包括如何跟不同

的政府機關協調、如何申請正式執照、以及遵循各類法規的要求，以3到6個月的時間

進行旅館裝修，還有推廣旅館業務及與不同客人的互動，日子很忙但也十分有趣。目

前來投宿的大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非日本人旅客，通常在溝通上沒有什麼太需要注

意的地方，只要彼此保持尊重，同時將注意事項清楚的說明後，保持聯絡就可以了。

我覺得基本上大家都是友善又熱情的。 

 

工作環境與職場文化 

在日本，整體來說中小企業的工作氛圍比較自由，但是在各類制度上比較不明確，所

以有可能會出現比較難休假，或是出差無法申請調整休假的問題。相對來說上市公司

裡的制度明確，只要是按照制度申請，基本上都沒有問題，拿我個人的例子來說，我

在上市公司上班，就曾經因為照顧小孩，申請過4個月以上的支薪育嬰假。 

與國內的工作環境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日本沒有病假或是事假的相關規定，如果有臨

時的需求，全都是以年假來計算，所以很多日本人不太輕易休假，會將年假留著以備

不時之需，在我之前工作的公司，每年的年假從4月起算，當年沒休完的年假只要在

隔年的3月底前休完即可，但若沒休完的話，那些年假就會被作廢，例如2018年的年

假到2020年的3月底前都還可以排休。儘管休假制度清楚，但因為一般的日本公司裡

會有比較明顯的階層關係，年資較淺的員工通常比較不會提出休假，算是一個日本的

職場潛規則。由於我當時的工作環境以外國人居多，所以大家彼此之間比較不會有明

顯的階層關係，也都會習慣性的休年假，相對來說是比較輕鬆的環境。 

日本的工作環境有個特點，就是工作場合大多比較安靜，不會有太多的對話，工作時

間也不太會在座位上飲食（非正餐的食物），吃飯時間有的會帶便當，有的則是外食

，像我自己一開始都會準備便當，但後來就慢慢的會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飯。大多數的

工作協調都是透過郵件來進行，一般也都不會使用新的SNS通訊軟體來進行溝通，感

覺在決策上整體的步調比較慢。 

透過在日本企業的工作經驗，讓我了解了日本人的做事風格，也學習了很多商業上的

技巧，但同時感受到自己在這個工作上的發展有限，加上兼職旅館經營的業務漸上軌

道，就決定辭職專心投入創業。創業後基本上就是大事小事都要親力親為，處理的事

務也不像當員工時那樣單純，再加上這幾乎是需要全天待命的工作，要投入時其實需

要很大的決心，不過我了解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自己，跟受僱於人的心態還是有很大

的區別。 

工作準備 



如果學弟妹有想到日本工作的打算，我想提醒的是，首先要具備基本溝通能力，至於

商業上的溝通習慣和技巧，會因為不同的公司而有明顯的區別，可以屆時再學習。一

般對於日本的大企業來說，為了不要受到前一公司的影響，比較喜歡年輕又沒有工作

經驗的新進員工，這通常泛指大學應屆畢業生，因為這些都可以在進入公司後再進行

教育。其次是了解日本文化，多嘗試與同事交流，有利於與同事間的相處。再來就是

要具備基本工作能力，可以幫助你較快速進入工作狀況，在日本通常習慣使用

Excel處理文件，這是基本配備，用得愈熟工作效率相對就愈能提升。儘管如此，在

工作上還是需要適時突顯個人特色，如果你沒有與日本人不同的地方，就更難在日本

群體中突顯出來。所以努力融入日本文化環境、加強在行業中所需的技能、適時突顯

個人特色，有機會努力爭取，不要因為語言的關係而覺得有差距，如此準備應能很快

進入狀況並愉快的工作。 

日本除了部分工作習慣與使用的語言和臺灣不一樣，其他都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不

要對日本職場抱有太多美好的憧憬和想像，但對於想要嘗試海外工作的學弟妹來說

，日本的生活環境還是與臺灣比較類似，絕對是個可以選擇的國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