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續線和

財務界中的數學人

尋訪陳秀完學長

柯l心j瑩

陳秀亮學長在民國 74年畢業於交大應用數學系，其後就讀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

所，民國 79年赴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攻讀財務碩士及博士學位，目前擔任伊利諾

大學財務領域的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Finance) 。

就讀數學系

「唸數學系，需要能力與執著。」陳秀亮學長認為，數學屬於比較抽象的思考，

因此需要一定的天賦能力，但執著和堅持也很重要，唯有對數學感興趣，才能執著地

堅持到底。

當初選擇就讀交大應用數學系，陳秀亮學長說，一方面是高中時對數學頗感興

趣，另一方面則是大學聯考的「命運安排J a 上了大學之後，漸漸發覺自己對於商學

領域感興趣，因此選修了共同科的經濟學與會計學。陳秀亮學長笑著回憶，當時由於

抱著選修「營養學分」的心態，學期結束時，經濟學剛好及格，會計學則被死當，連

補考的機會都沒有。

真正奠下日後往經濟、財務領域發展的基礎，是大四修經濟分析課程的時候O 當

時陳秀亮學長在交大應數系的同學多數選擇攻讀計算機、數學碩士學位，但學長認為

自己對經濟領域更感興趣，於是決定報考第一屆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交
大
友
聲
羽

陳秀亮學長全家福



目前台灣部份大學院校開始採取PAPER獎金制度，陳學長認為這是正途，可以鼓

勵做研究。「台灣財務界比香港差很多，更比不上美國。」陳秀亮學長舉例，香港中

交大應用數學系

由數學轉入經濟、財務領域

轉入需要運用到大量數學工具的經濟學領域，陳秀亮學長認為這樣的轉換對擁有

數學背景的學生而言並不難，但與其他在大學時就唸經濟系的同學相比，理工系學生

的文字表達能力較弱，而且偏重在理論上，對實際市場運作的情況半生不熟，這是需

要特別加強的部份。

由於碩士論文題目是: r新上市股票的價格行為J '使陳秀亮學長進一步接觸到

財務學，例如投資學、公司理財等領域。「經濟學是建構一個一個的模型，而財務是

較新的理論，更具實務|生。 J

赴美攻誼博士學位

碩士畢業、服完兵役之後，陳秀亮學長到證券投資公司擔任分析組組長、研究分

析師等，隔年(民國79年)遇上股市崩盤，證券業也開始遭遇景氣低迷的情況。當時

學嫂想出國唸MBA' 因此學長也就辭掉工作，與她同赴美國 O

由於陳學長的G~IAT成績未達七百分，赴美後需要先唸語言學校。在此同時，他也

到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旁聽財務課程，由於期末報告寫得很好、表現出深厚的數學潛

力，極受教授賞識，因此雖然G"IAT成績一直不高，仍在教授的推薦之下，唸完兩年碩

士後進入博士班，並且在短短兩年中完成了博士學位。

陳秀亮學長認為自己所走的這條路雖

有風險，但卻是英文不好又想出國唸書的

另一途徑。「在美國，只要有實力就不會

被埋沒;台灣重派系、人際關係，不重派

系和人際關係的人，不但會被埋沒，而且

會被踩得很扁。」

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在美國時，陳秀亮學長從碩一下就開始擔任RA (研究助理) ，參與伊立諾州立大

學財務基金的營運操作。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陳學長決定從事學術研究，而不是到產

業界找工作。「伊利諾大學的待遇比台灣高很多。」陳學長表示: r在美國做學術研

究，一段時間之內拿不到終生職就要走路，遊戲規則明確:台灣雖然也有類似的獎懲 主

規定，但徒具虛文，而且同工同酬，缺乏激勵。」這也是他畢業後留在伊利諾大學任 題

教的原因之一。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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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學、科技大學的學者經常在美國財務協會發表論文，反觀台灣學術界在這方面的

努力和貢獻卻很少。

對於未來的人生規劃方面，陳秀亮學長說， r近程目標就是取得伊利諾大學的終

生職，往後可能從事退休金基金營造操作、創業做顧問，或回台灣的財務領域發

展。」

給學弟妹的建議

「基本數學科目要紮實的唸。」陳秀亮學長以過來人的身份奉勸學弟妹， r現在

認為沒有用的科目，以後都很有用。高微、線代、微分方程、統計(計量經濟)必

修，將來都有用，要多花功夫把它唸懂。不要去修營養學分，修了就要修好，不然就

不要修，否則只是浪費時間和精力。」

陳秀亮學長再次強調， r唸數學需要執著加能力。」大三、大四時，要思考自己

未來要走的是什麼樣的路，可以由考試成績、找老師談，或者是否唸得輕鬆來判斷自

己是不是真的有數學方面的能力或潛力。如果數學能力不夠，或沒有足夠的興趣，試

著往財務、經濟、資訊工程、程式設計等數學應用方向發展，也許更好。

陳秀亮學長小檔案: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74級畢業，中

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美國伊利

話大學香檳分校財務碩士及博士，現任

伊利諾大學財務領域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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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 74級學長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