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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臺灣微軟專家技術部總經理 胡德民 用熱情不斷追求進步

卓爾不群

【記者楊喻閔專訪】對資管系校友，甫於2018年接任臺灣微軟專家技術部總經理胡德

民來說，「熱情」是他在面對資訊科技產業更迭快速，卻依舊積極投入的原因。進大

學前就明確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我只填資訊相關科系，至於選擇淡江的原因，只

因他的網路速度是當時國內最快的，如此與世界接軌的速度才會更快。」知道自己要

學的、想學的是什麼，胡德民慢慢累積他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知識，「就照著想要的去

學，當然該躲的大刀也都會適時躲掉。」 

就讀資管系，自然也要學習商業管理，胡德民從過程中漸漸確立「運用高科技，解決

企業管理問題」的目標。不過他特別提醒基礎課程的重要性，「儘管資訊科技變化快

速，但程式語言、工具和框架是不變的基礎，也是幾乎不變的必備能力，必須學得扎

實。」對於母校連續22年獨占企業愛用排名私校龍頭，他認為「貼近企業脈動是淡江

的優勢，因為企業就是要合乎科技和商業走向的人才！所以在大學期間就盡量摸索自

己想做、有熱忱的事情，即使無法明確考慮生涯規劃，但沒有關係，就如同高科技不

斷成長促使社會快速變動，學弟妹們可以從完成短期目標做起，同時發現並規劃下一

個目標，如此便能慢慢發現你想要的方向，同時確認適合自己的路。」 

畢業後，胡德民進到精業集團服務，擔任系統開發人員及資料庫的架構師，後來接手

2000年總統大選某家電視台開票系統的架構規劃，過程中發現了資訊科技在其中所呈

現的價值；後來在同為資管系校友林春慶的推薦下進入台灣微軟，擔任高科技行銷部

經理，主要建立開發工具的行銷平臺。行銷管理對當時的胡德民來說，是項新的學習

與挑戰，「要如何讓消費者花錢購買高科技產品，就需要用淺顯的話讓他們明白高科

技產品的好。」這讓胡德民下足功夫，要如何讓艱深的高科技，說得淺顯易懂，讓人

清楚明白。這段期間的訓練，讓他在2008年奪得部門全球最佳行銷經理，更開啟了他

前往北京工作的機緣。 

自2008年到去年，胡德民長期被派駐在北京，剛好見證中國在2011至2012年的互聯網

革命，「直接摧毀傳統，建立起4G行動裝置的應用時代。那時候會確實感受到，銀行

業、傳產業的心急與急於轉型的迫切，」AI、互聯網、雲端應用等新興科技的崛起

，讓許多行業也開始思考下一步。這些改變也跟微軟緊密相關，「科技在進步，微軟

更是需要走在人前。之前，想使消費者買產品，我會採用出書的方式，讓他們了解產

品的好、讓他們知道什麼樣的工具最有效；但現在大家多上網查資料，或購買電子書

，這招就不管用了。」 



為了跟上時代的腳步，各行各業都須時時更新知識，「因為影響實在太廣，說不準接

下來是哪個產業會因為AI而被顛覆。」胡德民舉例說明，現在中國銀行不收跨行手續

費，因為第三方支付的跨行轉帳不收手續費，為防止民眾金流轉向，銀行業被逼著放

棄既得的利潤，還得因應現狀轉型；不過他認為我們不用一味模仿，因為臺灣與中國

的條件不同，「科技常伴隨著便利與不便，我們可以透過別人的例子，了解應該如何

面對並解決接下來可能遇到的變化。」 

「要去了解產業的變化，不管是做什麼工作，都需要有這樣的嗅覺，」108學年開始

，胡德民將帶著他的團隊，回母系開設「企業雲端應用趨勢與實務」課程，胡德民說

，並不是要帶給學生什麼高深的知識，而是希望他們在踏入職場前，了解「江湖險惡

」，能夠多理解職場現況，自然能多一分心理建設與準備。他希望以自身經歷，培養

更多和自己有相同理想和抱負的人，「不同的環境造就不一樣的人，我希望我能一直

待在有熱情毅力、活水注入的環境，引領我不斷向上，我也需要那樣的人才。」胡德

民常鼓勵同仁，如有覺得職位與能力不對等者，隨時可向他反映，「我希望讓有能力

的人可以充分發揮，對工作環境有正向影響，所以我常跟他們說，隨時可以對我下戰

帖。」 

胡德民以自己在資訊科技產業多年的經歷，他認為現在的企業喜歡有企圖心、有野心

的人才，因為對企業經營才是好的，所以他建議學弟妹一定要在大學時期做好三件事

，「第一個培養英文能力，就算在台灣工作，還是需要透過英語的表達與溝通跟世界

接軌，且英文也是最容易達到差異化的能力；第二個是了解產業變遷，需要培養對企

業走向的認知，才能夠跟上時代的腳步；第三個是多參與實習與實務課程，才能清楚

了解現在的工作環境，是否跟想像中的相同，進而調整或思考轉換方向。」 

 

快問快答 

1,工作理念？ 

解決問題，創造價值。 

2.領導方式？ 

有話直說，有問題就提出來好好討論。 

3.進辦公室會做的第一件事情？ 

看MAIL。 

4.您認為在最新的資訊科技中，最需學習的是？ 

AI。 

5.懷念的淡江食物？ 

大陸麵店。 



6.想對學弟妹說的一句話？ 

淡江人發大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