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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洪嘉聰：「不會」是負債，而「學會」則是資產

翰林驚聲

主辦單位：會計系 

時間：113年9月26日上午10時 

地點：淡水校園B712 

主講者：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洪嘉聰 

講題：「會計人生經驗談」 

 

各位同學好，大家未來將會進入職場中，現在起首先應「培養自我競爭力」，想當初

，自己在會計系唸書，大一在淡水校園，大二起就轉到台北校園上課了，印象中在會

計系有不間斷的考試，從初會、中會到高會，身為會計系學生的競爭力，就是能比其

他上班族，更擁有對數字的敏感度。 

因為在課堂上都需要接觸會計理論，再經大考小考，對數字的記憶和判讀，是我們唸

會計可以掌握的優勢。因此，要懂得看「財務報表」，並擁有分析報表的能力，如資

產負債表、損益表以及現金流量表等，不論同學未來是否要踏入會計事務所工作，這

都是最基本的自我學習，也是成為「高階經理人」的重要養成教育。 

我和大家分享，聯電前董事，清華大學前校長劉炯朗曾跟我說，他早年在美國攻讀電

腦資訊學位時，當時AI環境尚未成熟的原因在於：第一，數字運轉技術不夠快；第二

，容量負荷性能沒那麼高。相較於現今，在產業結構與科技變化的兩大脈絡相輔相成

下，促使AI高速進步與發展，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切記「持續學習的重要性」，衷心期盼各位同學的眼光，不要只單放在會計

，會計領域固然重要且大而深，但當今社會是多變的，眼光與格局應拉高、跳脫自我

舒適圈。 

接著，要重視「多聽多看」的閱讀習慣。例如，我進到辦公室上班前，一定先廣泛閱

讀各類財經文章，對於接觸產業、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等相關雜誌與文評，都會閱讀

了解，各種領域都不排斥，能看就看，因為這讓我了解商界趨勢外，亦能清楚當下世

界脈動。 

再來分享「不恥下問」，人有時候礙於面子，時常發生不懂該領域的技術或觀念，會

比較羞愧向人詢問。我以自身例子為例，前些年Open AI與Chat GPT問世時，即意識

到這是陌生與尚未涉獵的領域，因此馬上請專家來演講與誠心請教，核心要點著重在

「我要清楚如何運用？」若是自己不懂的領域，就應當積極勇敢的提問，不要害怕與



羞愧，要有一個觀念：「不會」是你的負債，而「學會」則是你的資產。 

還有一點很重要，「學習語言的重要性」，網路時代來臨，當今資源與平台眾多，而

學習語言不單只是聽說讀寫，需要了解其中的「思維模式」與「文化底蘊」，這才是

其中的精髓所在。 

現場很多同學是大三與大四，即將進入職場的新鮮人，要清楚「有人教，一年等於擁

有三年經驗；而沒人教，三年等於一年經驗。」從工作中找尋自我價值定位，並懂得

拓展視野。不僅如此，選擇職場環境的最大原則是：可以學習、持續進步以及永保熱

情。 

最後，因為同學們都還年輕，這是你們的本錢也是優勢，因此永遠記住「年輕不要怕

失敗，人生規劃要有長遠目標，而非關注短期、只注重當下利益。」綜合以上所述的

幾項能力，不只在事務所工作時需要，更是在其他產業上不可或缺的。（整理／楊成

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