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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追根究抵

專題報導

�記者賴映秀報導 

 

經營之神王永慶，四月廿五日應通識教育講座「跨世紀的思維」的邀請，在本校發聲

，同步傳送十五所參與該遠距教學課程的學校。王永慶以「環保」為主題，把他目前

在麥寮六輕廠所實施的廚餘及垃圾回收的經驗，具體的提出來，並指出，台灣再不重

視環保，終將變成「垃圾島」。 

 

這場名為「建立人生正確觀念，共創進步現代社會」的演說，為該課程在本學期由本

校主播的唯一場次，由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主持，並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吳京、永豐

餘董事長何壽川擔任與談人。台下貴賓席，亦見本校創辦人張建邦的身影。 

 

課程原始的規劃人吳京在一開始就表明，王董事長是他在成大任校長的時候，成大同

學們最想要邀請的主講者，當時，從不在校園演說的王董事長曾破例到了成大，這一

次，在規劃系列課程的時候，第一個就是要邀請王董事長。他說通識教育，就是要彌

補我們教育環節中少掉的那根筋，要讓同學去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在演說中具體描繪他目前在麥寮六輕廠所做的廚餘回收過程，所回

收的廚餘，可以用來養豬，但前提是不能讓豬的排泄物，再造成環境的污染，這個做

法他認為可能做不到，但至少可以把廚餘做成肥料，一公斤只要九塊錢的成本，非常

低廉。他認為可推廣至全國，並曾要求在場師生同學幫他檢驗可行性。 

 

他舉麥寮六輕廠垃圾回收的例子說明，六輕兩萬員工，每天要處理一、二百噸的垃圾

，縣政府要他們處理垃圾的費用是一噸垃圾一千五百元，但他們自己做垃圾分類，就

把這些開銷都省下來了。他估算，如果政府真的能將這些資源妥善回收，台灣再也不

需要蓋焚化爐、掩埋廠，一年就可以省下幾百億元的行政開銷，但這一切都要「制度

」的建立才能達成。 

 

理念可以支配一切行為 

 



他一再的提到「制度」的重要，並強調「理念可以支配一切行為」，認為只有建立起

資源回收制度，才能真正做環保，解決垃圾問題，他說：「無論如何，我要叫大有為

的政府，要監督下去。」他客氣的說，他所提的這些事沒什麼學問，「但是台灣再這

樣下去怎麼辦？要變成垃圾島了？」 

 

在場另一位與談人何壽川亦延續王永慶的話題表示，應該重視人和自然之間的互動

，產業和環境應該是相互匹配的。他舉造紙業的例子：台灣在光復初期每年需求二噸

的紙頭，而現在增為四五○噸，這裡面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再生紙；台灣每年從地上撿

回來的廢紙有二百五十萬噸，如果不拿來再生紙張，必需要開一天能處理一二○○噸

的焚化櫨達七座之多。因此他認為認真去研究對社會有益的事，會有回報。而花時間

去思考人生的價值，將有所予，也有所得。 

 

王永慶旋風 

 

由於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的魅力所致，四月廿五日的通識教育講座「跨世紀的思維」

，雖在期中考週進行，師生媒體還是把UE５０１教室擠滿了。中場休息時間，拿著筆

記請王先生簽名的隊伍還一度排到門口。 

 

這個現象不難理解，據《天下雜誌》的調查，他曾名列影響台灣四百年來最重要的兩

百位人士的第一名。不但遠遠超越同在舞台上的企業人。更超越宗教領袖（證嚴法師

）、政治領袖（蔣經國、孫中山、孫運璿、李登輝）。這位身材削瘦，表情嚴肅，永

遠帶著堅毅眼神的企業家，正如在場發問同學所描述的：「在台灣，三歲以上的小孩

都認得王永慶。」他已經成為成功的代名詞。 

 

追根究柢，實事求是 

 

王永慶以不甚流利的國語發音，聽眾雖然聽得吃力，但在最後開放問問題的時刻，十

分踴躍，也由於他校並沒有同學發問，在場的同學就一路問到底。從「做學問如何兼

顧博學與專精？」到「台塑用人哲學為何？」都有。 

 

正如主持人張家宜副校長在開場時所提到，王永慶曾在他的書中指出他個人的處世哲

學：「追根究柢，實事求是」八字，王永慶在回答同學問題時，一再強調做人、做事

都要規規矩矩，而且要「說真話」。他說在歐美，只要一說假話，人格就會被全盤否



定，但他觀察台灣的結果，卻是：「我不好意思說，很多人說的都是假話。」 

 

他並提醒同學：「是你在選公司，不是公司在選你。」他認為同學應該要好好的選公

司，進入有制度的好公司，否則，應該早點離開。 

 

他在與吳京的對談之中，亦曾對理想的大學教育提出看法，認為學校本身的設備、師

資與制度很重要，但社會這個大環境更重要。他並稱讚第一次到訪的淡江校園：「和

哈佛比也不遜色！」 

 

回響 

 

來旁聽並且舉手發問的數研三陳坤傑同學，認為王先生是社會上認定的成功者，他的

言行當然都有被follow的價值，但在聽完演講之後他還會好好思考過濾一下，畢竟每

個人都有個別差異，他不會選擇全盤接受。 

 

前理學院長薛文發教授在聽完演講後，對於王董事長所提出的廚餘回收及養豬業的提

議感到興趣。他最近參與台北縣政府環保局委員的工作，了解養豬業的利潤頗高，但

他卻懷疑廚餘在回收的過程，容易遭人下毒，可行性應進一步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