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玖辱與民間的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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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V-mRH 專訪林國顯學長、林秋蓮學姐

整理/賴祈廷、謝育錚

談談學長與學姐的學、經歷?

林國顯學長 I 我們倆是 73 級大學運管系畢業，接著我到台北唸母校交通運輸研

究所。 75 年畢業後，我通過公務員交通行政高等考試。服完役後， 77 年至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服務至今。在這近 16 年期間，都在運研所運輸計畫組服務:歷經研究員、副組

長、簡任工程司、簡任研究員及組長等職務。我也很幸運會於 83 至 86 年三年期間由

運研所推薦並經行政院國科會甄選以公費赴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avis) 土木及環主系取得博士學位;除學業外，我也觀察其政府與民間之

運作，學到不少寶貴經驗。」

林秋蓮學姐: I 我在大學期間就通過鐵路員級考試，不過因為大學畢業後考上母校

位於台北之管理科學研究所(現應為經營管理所) ，所以沒有到鐵路局服務。取得 MBA

學位後，我曾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企劃室任規劃師兩年，後來考慮碩士論文與

投資相關而轉至大順證券公司〔現為寶來證券合併〕研究部工作:歷經研究員、副理、

經理。那時候國內證券投資正興起，每天打鴨子上架解盤寫稿，也上了不少廣播及電

視節目。生活雖是匆忙緊迫，但這個行業是相當專業的，我深深覺得證券投資絕對不

是用嘴巴說說就可以的。後來轉至中華投信公司(現為香港匯豐中華投信)擔任基金

經理人，對共同基金管理及運作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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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4 與 85 年間丟下 E作隨國顯去美國加州，當了 4年半的閒人，每天 t免費

的成人語文學校，認識不少日本、韓國、伊朗、中國大陸來的同學，有些至今仍有聯

繫往來。 Davis 環境很好，每天騎腳踏車參加活動外，我們也租了一塊地種蔬果，相當

充實有意思。 86 年初，國顯通過論文計畫書口試後，我就就把七歲的大兒子留給國顯

帶，先帶四歲小兒子凹台找工作。直到現在，我一直在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從事證券投

資等相關工作 o J

運輸領域有何特殊的性質以及其有何吸引您之處?

林國顯學長: I 運輸的領域非常廣，幾乎是最廣的應用學門，舉凡與人、車船飛機

等運具、路軌場站等運輸系統均涉及 O 從唸交大以來的接觸，不管是土木(基礎工程)、

機電(設施車輛工程)、通訊(控制或近來盛行之 ITS 工程)、人因工程、心理分析、

GPS 、 GIS 、都市計畫、化工(新能源、燃料電池)、生態(環境研究與環保空污噪音

減量工程)、景觀植栽建築、甚至法律事務與理論等等，所有我們可以學到的學科幾乎

均與交通運輸之應用有關。因此，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精通運輸相關的研究工作，甚

至是一般例常的鐵公海空系統之營運。很有趣的是當年有許多同學轉系，工作後多年

發現都在為運輸領域或週邊企業服務。萬變不離其宗，其實光看交通部內的業務就可

知道運輸幾乎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不管是每日的上下學、上下班的道路，

以及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運輸的範圓 O 很早以前學長就開玩笑說，除非我們發明

像星艦迷航記 (STAR TREK) 中可將人與物利用光子束傳輸之機器，否則我們永遠有解

決不完之交通問題，也不可能失業 O

交通運輸業務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對交通事務侃侃而談，

不管是計程車司機或販夫走卒，每人談起交通問題頭頭是道 O 因此交通運輸之專業論

述也就非常困難，像政論節目一樣，每人有每人的看法而且都堅持自己的經驗與觀點

是對的。然而另一方面，專業的運輸研究則越走越艱澀與出塵，幾乎與一般人所談的

每日交通問題沒有絲毫關聯。我個人認為運輸與交通問題基本上是實用科學，有必要

建立起專業研究論述之領域，而不是人云亦云政論式的、沒有任何分析與佐證的直覺

與推論，必須是有邏輯與因果關聯的分析，而且是可以數量化或客觀操作與討論的流

程;但也不要太過不食人間姻火，如果像國外一般有一定的論述與公開說明程序，應

該可以較理性的討論交通運輸的諸多複雜問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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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寸立前交通部長講過，建設是為了服務，交通運輸之建設與施政要有專業

的分析與規劃;但是推動與服務管理要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就是不應該有專業的驕傲，

不應該用一些一般人聽不懂的術語，來溝通每個人每天都會碰到的交通運輸事務。簡

單說要有理論論述為基礎，但要用白話式的語言去溝通與表達政策與觀點。

我們的交通運輸研究範固相當廣泛，而且對於改善的要求是永無止境的，幾乎每

天碰到的問題都不一樣，也不能用一成不變的方法與邏輯去應對，所以可以不斷的學

習與成長，同時，以不變的服務理念處理無常的運輸研究事務，算是蠻有趣的工作。」

你們兩人都是管理階層的負責人，請問所用的管理方式為何?

林秋蓮學姐: 1 現在的企業，外在環境變化快速，組織調整變動也大，更講究團隊

合作 (team work) ，在管理上愈來愈講求讓大家有發揮的空間，在和諧工作氣氛下各司

其職，並達成公司交付之任務。為了整個團隊的績效，自己努力吸收成長外，藉由各

種機會要求成員自我提升是必然的趨勢。我們部門之管理其實是很績效導向，每天都

在檢視成果。」

林國顯學長 :1我所服務的單位是偏向研究性質的政府機關，基本上是，個以運輸

研究與行政諮詢為主的單位。單位內的同仁大部份是碩、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同仁

素質相當高，也不可能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單位。因此原則上管理是較為彈性也較

尊重同仁之研究工作興趣，以自我管理為主。但是基本上每一個單位均有其任務，我

會鼓勵也要求同仁在達成單位目標之餘，並積極努力提升自我能力。如此一來，每位

同仁能力越強，單位之績效自然也會越高，在單位內工作的同仁榮譽心與成就感也越

好。此外是否能主動積極、好好規劃自己時間，於各個檢核點及時優雅的完成任務且

具一定品質也是我較為重視的一項要求。

此外，我們單位一直在建立備援制度，也就是說一些具有目標較大的研究不是一

個人就可以辦的很好的，而且大家雖說都很專業，但難免會有盲點存在，因此，利用

小組或備援機制可以補足彼此間與思慮不周之處。另外員工的培訓也很重要，基本上

工作有主辦及協辦同仁，協辦同仁除了耍了解並要在主辦同仁不在時隨時準備上場支

援，我一直深信好的組織不會因為一兩個人不在工作就推不動，因此我也常常放手讓

副組長及代理人可以練習處理組務。如果主管不在而工作仍能順利依進度辦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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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健全而有承繼人的組織 o J

請問你們如何在工作及家庭中取得平衡點，若意見分歧時會如何溝通協

調?

林秋蓮學姐: 1 對大部分雙薪家庭，這一直是個難題，也是需要在不同的階段做

不同的抉擇。我的觀念是家庭為重，工作很重要但不是一切，我們算蠻幸運的，學長

常常鼓勵我悽受挑戰，也支持我的選擇，因此可以取得蠻好的互補。舉例來說，十年

前學長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正好個人職場生涯壓力甚大，小孩文小極需照料，因

此就辭職赴美休息了近兩年;等小孩大了，再重新出發，覺得蠻值得的，雖然當時父

母親友都覺得可惜放棄一個很好的工作。當然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喜

歡的工作，只要喜歡，就會排除萬難，全力以赴 O 我記得有人說過一句話 II 人生最幸

福的事，就是有人付錢請你做你有興趣的事 o Jl這真是至理名言，但是大多數的人工

作並不是自己喜歡的，我想、還是要盡量結合最好 O

工作之外，家庭是很重要的，小孩的成長過程需要父母陪伴，陪伴時間長短與

是否融洽決定未來你們的關係是否親密。我們從來不相信陪伴可以重質不要重量的，

這點我們想法蠻一致的。如果工作與家庭衝突，即使是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職位，我

想我會放棄工作，轉而找一個可以兼顧的工作，其實這個考慮一直是我找工作或換工

作的前提 O 我覺得我學習做投資很好即使沒有工作，專業技能帶著走，到處都是辦公

室，不一定要依附組織，當然組織有組織之力量，也不是叫大家不要工作，入門的新

鮮人仍要在組織內磨練學習才可考慮未來如何發展。」

林國顯學長 :1秋蓮其實是個工作很投入的人，回家常常還在看相關的報告，她說

不用工作場所是指隨處可工作的意思。

談到意見不同，其實我們意見常常不一致，但是很多重要的觀念是一致的，聽起

來有點矛盾，這樣說吧，我們戰略一致，戰術不同，重要的用錢觀念、待人處世原則、

家庭觀念與教養小孩是一致就好，其他可以用溝通的方式解決。例如，小的問題就看

誰較願意妥協，基本上是溝通是必要的。但是人在家庭中的關係也不是那麼能說理，要

互相體諒，偶而即使你有理也要先低頭就沒事，找機會換個情境再討論可能就會突破

僵局，不過基本仁要互相支持互相支援，不能凡事太計較個人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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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請問哪些條件的人會是您們所想要的(分財務投

資與運輸計劃兩方面) ，而學弟妹若計畫往這兩個領域發展，應加強哪些方

面之能力?常聽很多學長說學校的理論與實務有很大的差距，因而在實際

上實難以結合，針對此項問題，請問你們在剛畢業時是如何去調適自我，

以快速地進入工作狀況?

林國顯學長 :1 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致的，我一起說明。記得 ING 安泰人壽將職

能定義為「成功完成工作、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 J' 其中「能力」則定義為知識、技能、

與態度。我們工作這麼多年，其實各種行業要的人幾乎都一樣，基本上我們要的理想

同仁要具有「對的態度、對的職能 J '態度又比職能重要。

所謂「對的態度 J 是指敬業的態度，包括對「工作的態度及對人的態度」。對工

作要積極主動，要多問多學，工作不要挑三檢凹，最怕太聰明、怕麻煩，兩于一攤說

「學校沒教，不會! J 的人，這樣即使想幫都沒法幫。我的經驗中很多工作是不喜歡

或不想做的，但卻是工作中的必要之惡。有些難做的事則是主管或長官用來測試你的

工作能力與態度的，好好做積極找資源去完成，即使做不出來或成績不理想，仍然是

值得重用栽培的人 o 其實很多情況是主管早就知道的，不會怪你，但是若因你的努力

而有突破則會對你另眼看待，多所栽培歷練，自然能力與經驗越來越好越得重用。怕

的是明明能力可以卻不願盡力而取巧閃避，主管只要一兩次就知道你的企圖，要盡量

避免。

對人的態度則是要能與人合作，彼此尊重，其實待人尊平有別，應對進退很重

要只是現在年輕同仁較不重視，以為能力很好就可以，其實失去很多寶貴的機會而不

自知。至於「對的職能」就比較因職業而異了，我跟秋蓮有時討論到這方面的問題，

發現即使我們在這麼不同的行業中，其實前幾項職能是相通的，包括中文的撰寫能力

是否清晰具條理邏輯、眾多資料中抓重點及簡報的能力、英文的說寫閱讀與簡報能力、

經濟學、統計學等學科幾乎是共通需要的，越強越好。

至於運輸研究方面，運輸規劃的理論與實務訓練很重要，幾乎是運輸分析與決

策之基礎，但一般而言，學校普遍訓練較為不足，很多重要研究建築在不穩的基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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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上去推展，其實很脆弱 O 我現在就發現其實不只學生基礎訓練不足，各級交通部

門機關都有這個問題，甚至部分學校畢業的碩博士生均只懂教科書上講的，把基本觀

念跟概念讀死了，真怕盡信書而不會應用的入了，因此建議學弟妹在校時應積極參與

老師的專題研究工作。我大」開始參加陳武正主任及李明 [ir 、任維廉、林貴璽老師的

研究計畫、訐巧鶯老師的機場航站設計實做課程、大四與高凱老師做專題、大學畢業

暑假與陳和全老師做苗栗外環道規畫u ' 一直到研究所及國外博士班都參與老師研究計

畫，學了不少課堂上沒教的知識與分析技能，這對我後來的工作甚至碩博士的論文都

有很好幫助，如果大家也這樣理論與實務兼學，大概進入職場就比較不會有脫節的問

題發生。 J

林秋蓮學姐: I 老實說在大學四年學些什麼科目，現在想想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

也不是說學習不重要了，硬的基礎學科仍然要打好，尤其基本學科會計學、中等會計、

統計、總體與個體經濟學等。我認為 “學習態度決定工作態度" ，學校訓練首重邏輯

推理分析能力培養，當然以理論為主。學弟妹千萬不要一味認為理論和實務脫節而影

響學習意願，拿一張不怎麼好看成績單，那是很可惜的事 O 另外，英文的重要性，容

我再說一次，記得大一、大二時系主任陳武正教授一再要求我們英文必修，當時大家

都很不以為然也不願學，出校門後才知道他的苦心，英文跟中文的運用一樣永遠無止

境。」

請給現在的學弟、學妹們一些建議與啟發?

最後，學長姐建議學弟妹: I 學弟妹都很優秀，我們的老師及傳統校風也很好，只

要記得一句老話「家世好不如習性好 dl '好的習慣與態度可以改變你的人生，養成終生

學習、思考、反省的好習慣，多學、多做、不要太短視、太計較眼前利害，凡事往正

面思考、往周延處準備，事情自然順利，好運會自己來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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