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將帥班」課程集邀產官學界講師，為學員從全球趨勢以至身心靈修練帶來全新啟發。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將帥班」課程集邀產官學界講師，為學員從全球趨勢以至身心靈修練帶來全新啟發。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將帥班」課程於6月24日亮麗開訓，瞄準台灣領導人在新競爭時代

之下的經營需求，從經營管理思維到全球布局策略，帶領企業一同掌握經貿成長新曲線。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第三屆「將帥班」 前三大模組全新啟示

新競爭時代下的領導思維與策略

時
序進入今年下半年，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與經濟學人智庫（EIU）皆持續上

修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顯示全球景氣持續復甦。不

過，包括川普貿易政策、歐洲政經疑慮、中國大陸資

產泡沫化等風險仍然存在，加上人工智慧、大數據等

新科技所引爆的數位經濟，對產業帶來變革，彰顯出

未來全球經貿運轉依舊充滿不確定性。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國貿經營

策略管理將帥班」（ITBS CEO，簡稱「將帥班」）於

今年6月24日正式開訓，7月1日及7月25日的前3個課

程模組，集邀來自產官學界11位講師，包括逢甲大學

人言講座教授許士軍、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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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均、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東吳大學講座教授陳

冲、新光金控副董事長李紀珠、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

林、政治大學校長周行一、統一集團前總裁林蒼生、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管中閔、法藍瓷董事

長陳立恆、商周集團執行長王文靜等知識菁英，從各

自領域的專業出發，帶領學員以宏觀的眼界透析「全

球經貿新局」；昇華企業領導者的內在層次，進行一

場「企業家心修練」；再具體從企業經營層面出發，

找出台商「全球布局策略」的全新方向，協助台灣企

世界進入至急速時代，未來企業須面臨的挑戰將更

不一樣。

觀察2》金融海嘯  導致經貿實力轉移

不同於林蒼生從「形而上」的角度觀察世界變

化，李紀珠則從金融海嘯出發，談論全球經貿版圖的

新格局。

李紀珠指出，2007年金融海嘯翻轉了世界經濟版

圖，從掌握話語權的歐美等先進國家，移焦至中國大

陸。「一帶一路」的新趨勢，加上其他新興國家的串

聯力量，漸漸與美國不分軒輊。過去10年，世界各國

世界的改變又急又快，各產業的運轉模式也不

盡相同，透過將帥班前3堂課程共11位講師的精闢

之見，本文歸納出不容企業領導人忽略的四大改變

趨勢。

觀察1》生活型態急速轉換

從「形而上」的各種哲學理論以及量子論科學

的角度，林蒼生提到，人類農業社會經過了千年的

歷史才進入至工業時代，以兩百年的時間又來到資

訊社會；手機，則以短短幾年的時間，徹底扭轉人

類生活型態。人們生活型態轉變的時間不斷縮短，

業領導人跳脫舊有框架，創造嶄新經營思維。 

將帥班課程顧問呂鴻德指出，秉持著超越EMBA

與MBA的精神，整合台灣最好的老師前來授課，希

望從身心靈方面著手，引導前來上課的學員發展自

己的理念，勇於追求夢想。至今舉辦三屆已經累計

111名學員，盼台灣未來企業家或二代，都可以透過

將帥班的洗禮，跨越種種企業困難、超越自己、邁

向成長茁壯，成為台灣未來經濟動能的傑出企業領

導者。

全球經貿新局》世界運轉變異的四大觀察

新光金控副董事長

李紀珠
2 0 0 7年金融海嘯以

後，中國經濟實力已

與美國不分軒輊，加

上新興市場串連，全

球經貿關係與從前大

不相同。

長

統一集團前總裁

林蒼生
面對局勢不斷變化，

企業更應以平靜之心

思考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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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遊戲規則，都深受美國與中國大陸（G2）的對話

所影響，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崛起，使其影響力已不

容忽視。

觀察3》金融科技  將帶來破壞式創新

管中閔與陳冲透過科技對金融業所造成的破壞式

創新，談論全球產業變異。「以行動科技為基礎的金

融科技，將進一步對世界帶來莫大的改變。」管中閔

說，包括晶片、網路、雲端與數位裝置等科技的加速

進步，使世界快速演進，人們開始使用手持裝置處理

生活中的大小事務，人類的互動模式與個人消費行為

亦隨之改變，新的商業行為與生產模式應運而生。

隨著行動科技的普及，金融科技進一步顛覆人類

的產業與工作模式。「2015年∼2017年初，英國關

掉近1,000家銀行分行；2015年美國關掉逾1,600家銀

行分行。」管中閔認為，行動科技未來仍會持續且劇

烈的影響人類行為模式，可以預見20年後人們可能不

再需要進入實體銀行辦事。然而，由於金融產業規模

龐大，短期內科技所分食的業務僅是金融總體的一小

部分，倘若沒有危機意識將相當危險。金融科技正在

利用這個弱點鯨吞蠶食金融業，逐步改變金融產業結

構，未來勢必顛覆今日的金融產業。

陳冲則說道，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很多銀行

出現擠兌風險。試想，若今日再次發生金融海嘯，民

眾則可透過社群網站相約，隔天用行動上網把存款

全數從銀行領出，相信屆時多數銀行並無即時反應的

能力。「世界的變化越來越不可預測，如何因應新

衝擊，從金融產業以至其他產業都必須具備更大智

慧。」陳冲語重心長地說。

觀察4》公司管理方式不斷改變

隨著時代的轉變，國家經貿競爭格局板塊不斷

推移、科技影響產業，公司治理也有了新趨勢。許士

軍指出，今日的企業經營已不再只是談「治理」，而

是必須改以「統理」的觀念與手段，「公司統理」成

為當前管理新顯學。所謂「統理」，代表管理隱藏著

政治意涵，政治一向沒有道理，誰的權力大誰就有道

理，便是今日企業經營的新方式。許士軍表示，在過

去老闆就是權力者，然1930年代美國出現專業經理人

的角色後，使其也成為權力者之一，爾後包括股東、

社會團體、婦女團體都將可能成為權力者的一份子。

「公司法」的訂定，對於權力者的界定有所影

響。「於是熟知投資國的『公司法』是統理企業的基

礎，經營者一定要對其有深入了解。」許士軍強調。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陳冲
世界變化越來越不可

測，金融等產業都必

須以更博大的智慧因

應新衝擊。

逢甲大學

人言講座教授

許士軍
別於「治理」，「統

理」成為現代企業經

營觀念的新顯學。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

學系特聘教授

管中閔
隨行動科技而生的金

融科技，將逐步改變

金融產業結構，顛覆

傳統金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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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貿格局在許多層面都出現典範移轉的現

象，對此，企業首先必須重新調整其策略思維。講師

王文靜、林蒼生與陳立恆，透過自身體悟的分享，提

供學員真知灼見。

新思維1》逆境中求生存

市場環境不會永遠處於好的狀態，所以企業經

營要有逆境求生存的能力。對此，王文靜以其在厄瓜

多加拉巴哥群島看到象龜、軍艦鳥與鬣蜥如何對抗大

自然而存為例，說明企業領導人也必須因應時局轉

變，找到自我調適與生存的方向。

王文靜首先說，巨大的象龜最開始也不過是隻

小海龜，但歷經颶風、大海與天災，最終得以存活下

來的烏龜，便是禁得起考驗的巨龜；至於軍艦鳥雖然

巨大，但由於捕魚技術不佳，只好發展出「天空海

盜」的能力，從擅長捕魚的「藍腳鰹鳥」嘴中，掠奪

食物，以獲得很好的生存。

以海藻為食的鬣蜥，受到海藻數量的逐漸減少，

生存變得越趨不易，鬣蜥從而演化成為食物不足時，

身體可以自動縮小20%，食物充足時，身體又能夠變

回原來樣子的能力。其中無法演化出此種能力的鬣

蜥，最後只得走向死亡。王文靜說，如同市場需求不

足時，懂得降低成本的企業可以度過危機，反之，則

遭市場淘汰，逆境求存力是企業在變幻莫測局勢中生

存的唯一之法。

新思維2》身心靈的修持

「地球的能量越來越強大，變革的速度也越來

越快，是以人們不可故步自封於舊有思維，必須注

入新想法，進行身心靈調整，才能夠因應持續且劇

烈的改變。」林蒼生強調，人有身心靈3個部分，

由於多數人每天汲汲營營於柴米油鹽醬醋茶，因此

生活都停留在「身」的部分，無法進入「心」的層

次。然而，企業經營必須不斷回到「心」的原點，

進入「靈」的最高層次，凡事回到事物的本身，了

解生命怎麼來，遇到事情該怎麼做，以平靜之心思

考策略。

「心靈的安靜可帶來所有智慧，若一個人心靈

不夠安靜，永遠做不好事業。」林蒼生說，企業經

營也必須不斷回到原點進行平靜思考，了解策略布

局的本因。例如，統一集團投資每一個新事業，都

有其章法，必須對前個投資有幫助，讓所有投資目

標都方向一致。反之，若是財大氣粗的亂投資，一

旦經濟不好，企業的經營就會跟著遇到困境。

新思維3》有願景、清楚下達指令

從林蒼生的「形而上」的身心靈進入「形而下」

的實際企業管理層次，陳立恆談到經營管理的思維

時，拋磚引玉對學員發問：「如何檢視一個公司有沒

有前途？」學員們踴躍發言，包括專利數量與創新、

品牌知名度、產品力、市場佔有率、員工的笑容等，

不同學員心底皆有不同答案。

企業家心修練》企業思維大翻轉

商周集團執行長

王文靜
時局變幻莫測，找到

自我調適與生存方向

的逆境力，是企業的

必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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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員的回答，陳立恆並沒有表示對錯，然

依照他自己的生命經驗，領導人應具備願景，以一致

的領導風格，才能有效帶動企業運轉。「當大家很想

要一個事物時，就會拋頭顱灑熱血。」陳立恆說，作

為領導人首先要有願景，才能讓有能力的人願意跟

隨，然後勾勒達到願景的方法與途徑，方能帶領大家

整合資源、創造價值。

此外，領導者要懂得下定義，清楚明瞭的交代

事情。若沒有具備把事情說透、說活的能力，可能會

導致公司運作陷入重工的困境。如同老師般能夠傳道

授業解惑者，佐以建構脈絡的設計師角色，此種領導

人特質便能為公司建立穩固根基。

建立符合新時局的經營管理思維後，才能具體

落實策略變革。我國政府於去年5月上任以來，陸續

推動5+2創新產業、長照2.0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等新國家經貿政策，於此之際，台灣的企業除了仰賴

政府政策的資源挹注，也必須迎合新時代，採取符合

時局的全球布局策略。

策略1》找到核心定位

「台灣雖小但不能弱，雖無法與大國比拚硬實

力，但可以透過軟實力，找到自己在世界的定位。」

高希均說，所謂「軟實力」就是柔軟的力量，即氣

質、態度與風度。

高希均引用嚴長壽新書《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

己》呼籲學員，領導者必須找到自己與企業的定位，

並以《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作者湯馬斯．佛里曼

（Thomas L. Friedman）的經驗為例，分享其每個早

晨不乏聽聞到大公司被併購的消息，在在警惕自己世

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永垂不朽，於是企業經營管理

者更應該不斷學習。

有鑑於第三屆將帥班學員中不乏企業家第二

代，領導企業時必須懂得除弊或興利，於是高希均特

別建議，世界變化非常快速，經營者應將70%∼80%

的時間與資源，用在創造新機會與新價值，將20%的

力量用於除弊。

策略2》掌握全球商機

確立台灣與企業本身在全球的定位，不斷學

習、創新建立競爭力外，台灣領導人也必須對全球

主要區域經濟體的發展現況深入了解，才能採取正

全球布局策略》台灣企業迎向改變的三大策略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榮譽教授

高希均
經營者應將 7 0 %∼

80%的時間與資源用

於創造新的機會與價

值，其餘將20%力量

用在除弊。

學

法藍瓷董事長

陳立恆
有願景的領導者才能

有效帶動企業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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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策略方程式。鄧振中說，台灣以貿易立國，企

業領導人必須密切關注全球發展。

鄧振中談到美國時指出，美國是台灣重要出口

國，因此川普強調「美國優先」的政策方向勢必對

台灣產業發展帶來衝擊。根據美國甫提出的貿易逆

差國調查報告指出，台美貿易逆差達133億美元，

位居第十三名，顯示台灣可能成為美國進行貿易再

平衡的重點國家之一。在此局勢下，企業領導人要

穩住陣腳，持續觀察局勢變化方能掌握全局。

對於美國可能帶來的變化，周行一則認為，美

國新任總統川普不同於過去的美國總統，以其主觀

來推動各項政策，因此掌握美國經濟未來發展與其

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必須先瞭解川普，從中觀

察其政策方向。

至於中國大陸，鄧振中表示，過去大家多將重

心放在兩岸關係，然而，現階段國內業者應該密切

注意中國大陸內部的金融風險與生產過剩問題，倘

若中國大陸發生嚴重金融危機，不僅世界都會受到

衝擊，對台灣的影響更是不容小覷。

至於東南亞整個地區正開始走向民主開放的世

代，而市場與經濟也處於欣欣向榮的狀態，鄧振中

鼓勵台商密切注意南向商機。而同樣一直是台灣重

要出口區域的歐洲，目前雖有歐盟解散疑慮與難民

問題等，但是短期內歐洲整體應該不會走向孤立，

台商仍然可以思考布局發展的可能性。

策略3》恢復產業動能

對外掌握市場商機所在，對內台灣則要積極恢

復產業的動能。魏啟林強調，台灣屬於小型海島國

家，沒有市場也沒有資源，因此必須發展成為活潑的

經濟體。過去政府透過獎勵投資各項措施，讓台灣有

很好的發展，然自2000年開始，我國政府法規與制

度分工變得太細，彼此之間相互制衡，把產業的發展

與創新力綁死，導致外人投資不足、產業發展不具動

能。「過去十幾年，台灣開始出現勞工薪資不足、貧

富差距太大的現象。」魏啟林說道，致使人民開始追

求公平正義，又進一步衍生出效率不足的問題，這樣

的惡性循環，是台灣現階段非常嚴重的問題。台灣一

定要找出國際化的新步伐，竭力走在中國大陸前面，

否則缺乏規模經濟與天然資源的台灣，將會被取代。

綜觀來看，世界經濟格局不斷轉移，台灣不管

經濟發展或產業前景，確實陷入困境中，企業領導人

必須跳脫舊有框架，建立新思維，才能促發企業新動

能，推動企業往前邁進，開啟企業第二成長曲線。■

國票金控董事長

魏啟林
缺乏規模經濟與天然

資源的台灣，應該積

極發展成為活潑的經

濟體，增加產業發展

動能。

政治大學校長

周行一
欲掌握美國未來經濟

發展與其政策對全球

之影響，必須先從瞭

解川普開始。

行政院政務委員

鄧振中
美國優先的政策方

向，將對台灣產業發

展帶來衝擊，台商應

密切掌握美國貿易局

勢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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