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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導的話第

一訪潤泰集團丁祈安學長、徐志潭學長

編輯部

80年代中期，隨著國家財經政策逐漸開放，金融自由化帶來活絡的新經濟行為，

新銀行、證券公司、證券金融與期貨公司、投顧公司、保險公司等新興產業相繼設

立，為金融相關產業打開另一片天空。其中，畢業於運管系70級的徐志潭、 T祈安二

位學長也相繼投入這片就業市場。

雖然唸的是海洋運輸學系(該系於七十年與運輸管理學系合併搞運輸工程與管理

學系) ，畢業後卻走往與運輸工程管理不相干的金融業。除了運管系開設許多管理相

關課程，如財務、匯率、行銷、管理等課程外，兩位學長對經濟方面的學科情有獨

鍾，則是主因。徐志潭學長大學時代曾為了一門經濟課，大老遠從新竹搭車到木柵政

大去旁聽，更是看遍圖書館經濟學相關原文書。台大商研畢業後，赴美取得西北大學

管理經濟與決策科學博士。 T祈安學長，台大經濟學研究所畢業後，赴美進修，取得

西北大學財務管理的碩士。

兩位學長目前年紀均不到四十歲，卻都是j閏泰集團重要幹部。丁祈安學長是潤泰

建設財務部副總經理，同時兼任大華證券董事;徐志澤學長為潤泰集團總裁特別助

理，同時身兼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常務董事、財團法人尹書田紀念醫院書田泌尿科眼科

診所副院長等數職。

提及交大人的畢業出路，一般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科學園區的工程師。這或許與

大環境及母校歷來的領導人多為工程背景有關，但兩位學長以自己的求學經歷及多年

實務經驗認為一「安大人很適合在金融界發展」。學長們表示，交大係以理工科系起

家，堅實的數理基礎培養出交大人清楚的思考邏輯與冷靜的頭腦，而在金融產業界，

無論是股票走勢分析、期貨分析甚至未來國際市場分析都需要清晰的頭腦作最準確酌

判斷，這也正是交大人投身金融界的最佳優勢。

交 過去政府財經政策未開放的年代，金融界最好的「出路」莫過於進銀行，然而金

大 融自由化以後，就業市場一下多元起來，外商銀行、證券公司、票券公司、信託公

友 司、外商公司、投資顧問公司等相繼設立，需要大量的人才投入，因此學長們相當鼓

聲 勵有意往金融界發展的學弟妹能繼續進修 c 若有意走國際金融路線者，則要加強語文

能力，甚至出國留學也有必要。因為在國外，除了可以加強語文能力，加上其課程設

22 計大都與實務界緊密結合，通常一畢業進入就業市場即可馬上與實務界需求銜接。



金融界的交大人

至於投入這些行業要具備那些特質與專才以因應就業市場需求?吸收新知、記取

教訓、敏銳的洞察力與分析力、對產業環境變動的敏感度，對產業發展的洞察能力，

作事周延，執行力強，細心，效率，忠誠，道德...等都是基本的特質。學長強調唯有

主動且不斷的學習才能應付瞬息萬變的產業動態，同時，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不要太計

較報酬，千萬不要有「一分錢才做一分事」的心態， I 不要看薪水，要看前景」。丁

學長並以他個人經驗為例子「我剛開始上班的前三年，每天早上六點多就到公司，離

開公司至少都九點、十點以後了」。此外，操守也是金融界極為強調的特質 7 學長們

建議，學生時代就應該以「考試不作弊」為良好操守的底限。

身為財務管理人的丁學長，則建議有意往財務管理方面發展的學弟妹，要評估自

己的個性是否合適。由於財務接觸面廣，好的財務人才要心胸開闊，此外個性上要能

定能靜，思路要清楚，最好能做到工作時完全沒有情褚'如此才能做最準確的分析與

判斷。

上述酌特質有些是先天酌，有些是後天培養的，而多閱讀相關書報，和各類相關

專業期刊都是加強這些特質的好方法。若是非管理相關科系背景想進入金融財務界發

展者，最好能對會計學、經濟學、投資學、管理學等學科多所涉獵，唸MBA' 參加大

學的企管進修課程等，都是充實自己的方法。

除7對有意控入金融就業市場的後進建言，徐志i章學長也以他和兩岸交大接觸的

經驗，提出一些感想，他認為兩岸交大都是以理工科技見長，因此在管理課程的設計

上較科技導向，其實交大人並不一定要在科技界發展，若能善用交大固有的理工特

質，將管理學院的系所往傳統管理路線擴充，諸如成立經濟、財務、國際貿易、會計

等系所，加強產學合作以符合實務界需求與國際化潮流，相信交大人在金融相關業界

也能有很好的發展。

金融相關產業， 個動態而富挑戰性、風險高、投資報酬率也高的領域，或許，

真是交大人的具一片天空!

更正顧專

交大友聲360期「主題探討」一母校一日遊一文 h

中，第14頁倒數第五行， r ...在研二舍地下

樓-.J '實為「在十二舍地下樓」之誤，特此更

正。並向來電車芷之學長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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