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1156 期

【翰林驚聲】如何領導獨角獸企業？楊正大解密

翰林驚聲

主辦單位：文學院（大師演講） 

時間：11月14日下午2時至4時 

地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講題：獨角獸之路—解密領導團隊的關鍵思維 

主講人：TutorABC創辦人楊正大 

 

創業是個需要面面俱到、持續成長的過程，我認為有兩個部分值得和大家分享，一個

是「從零到一」，過程就像建立基礎，地基先打穩了，往上的作業才能順利進行；第

二個是如何從「一到一百」，擴大公司規模。 

簡單介紹背景經歷，從UCLA取得博士學位後，偶然到日本東京大學教書，在沒學過日

文的情況下，我深刻體會到「英文」才是真正的溝通平台，外國教授以英文授課，學

生也需要流利的英文，英文是讓大家展現自身能力、國際化的媒介，抱持著「科技手

段改變教育」的想法，我便回到臺灣建立TutorABC。 

公司於2010年於中國大陸落腳，2015年第三次融資達到2億美金，估值超過10億美金

，成為所謂的「獨角獸」企業。尚未上市的公司，市值卻超過10億美金，代表私人市

場已有許多人想投入，公司成長率高、市場大，在當時十分罕見，因此大家以「獨角

獸」形容。 

如何把公司從零開始到現今的規模？「從零到一」是建立基礎，若想要創業或做研究

，一定要了解自己「需要解決什麼問題」。一路上許多人會給予幫助和意見，各式各

樣的訊息湧入，很容易迷失在海量資訊當中，尤其確定問題後，提供的解方也不一定

符合問題內容，因此「確認問題」是創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找到解決方法後，商業模式亦極為重要。以UBER和計程車舉例，兩者服務模式相同

，商業模式不同，呈現的結果就不一樣。近百年來，醫療、交通、科技面向都進步許

多，唯教育方面改變不大，印刷術發明，使教育能以「規模化」的方式進行，亦導致

人的「個性化」被忽略。 

透過互聯網、大數據和演算法，便能兼具「個性化」與「規模化」。學生有不同個性

、擅長的部分，可透過不同老師教導得到學習成效，當客戶數愈來愈多、數據變龐大

後，未來的學生僅須提供背景資訊，我們便能推測其適合的教學方式，「提供好的教

育」就是我們的商業模式。 



建立基礎時期，公司應該「以原則代替規則」，彈性行事。一般企業遇到客戶因個人

因素，無法完成某項作業，大多數都要求客戶改善，我們則認為，客戶遇到的問題都

是公司的責任，公司應當協助客戶排除問題，由此建立「偏袒客人」的原則。 

第二個原則「使命必達」。網路的世界重視速度，剛創業的公司若花費大量時間準備

，往往也會耗費過多預算，公司制定的目標必須達成，若遇及窒礙難行，也需想辦法

解決，一個團隊得面面俱到，才有機會成功。 

第三個是「重視數據」，以數據決策取代經驗決策，將所有事情紀錄於數據中，創立

AI團隊，研究公司前50位頂尖行銷人員和優良教師的行為模式，給予其他員工與教師

，作為參考和模仿的依據，提升銷售業績與教學品質。 

從「一到一百」進入大市場，必須要統一思維。在「人才」的部分，優秀企業須有良

好人才，不應盲目追求低流動率，而是該對人才慷慨，同時審視員工作業效能是否達

到該有品質，避免耽誤團隊成長。 

良好人才應具備「正直」、「企圖心」、「高智商」和「正能量」的特質。正直為說

到做到；企圖心則是對自己的期許，有些人希望能透過工作改變生活，有些人甚至想

改變命運，這便是企圖心的不同；高智商的人擁有綜觀全局的能力，高階主管須擁有

此特質，避免在一癥結點打 轉。 

公司內唯一的官方語言是「邏輯」。以培養接班人的方式對每個員工，員工犯錯，主

管也應指導解決，而非站在上位指責，一言堂的做法會扼殺創新的機會。在我們公司

，無論位階高低、在職時間長短，只要說明問題具有邏輯、條理分明，就能在開會時

提出與大家共同討論，這對於「創新」的氛圍非常有幫助。 

「贏者心態」適合在座年輕人聆聽，企業認為喜愛強調自身努力的是一般人，真正感

謝的是「能推動公司進步」的人。內部開會時，不應只是眾人自圓其說，容易喪失自

我反思的能力，不要希望乞求別人的同情與諒解，業界沒有「沒功勞也有苦勞」的說

法，雖敗猶榮只能有安慰的作用。 

最後，身邊的人會影響我們的表現，許多老闆無法得到最頂尖的員工，往往是因為自

己的能力不夠，身為老闆的我們也經常需要進修，了解最新趨勢；是非價值觀則決定

一個人的成敗，許多人為求迅捷，在是非的灰色地帶遊走，很容易踩到地雷。 

真正要做的事情不存在「不可能」，只有願不願意去做。提高價值觀和正直感，可能

無法助我們快速取得成就，但一定能幫助我們穩定、長久地成功，若還未成功，也只

是因為時機未到，要相信機會一定會到來。（文／李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