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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採訪氣氛甚佳，⼤部分以聊天模式進⾏。剛開始聊到，

陳宏章學長在採訪當天有回系上進⾏國際中橡儲備幹部徵才

活動，國際中橡儲備幹部主要是對即將畢業的學⽣(⼤學學

歷(含)以上畢業)進⾏培訓，經⼀年專業培訓與實習評鑑合格

後就賦予主管職，是業界少有的專才培訓制度。學長也有提

及⽬前業界依學歷賦予的職缺，⼤約是⾼中職及⼤學畢業後

為技術員或助理職︔研究所以上為研究員、⼯程師或主管

職……。

研究所重要嗎?

當提到要不要考研究所時，他說:「也不⼀定要考研究所，

要看個⼈，可以評估⾃⼰對研究領域熱忱程度。畢竟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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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的薪資，同為公私⽴⼤學和研究所起薪是不會差距太⼤。

在唸研究所會給獎助學⾦，不論公私⽴學校，基本上為了要讓研究⽣專⼼研究，博⼠⼀個⽉都會有

⼤約兩萬多，碩⼠的話，私⽴七、八千，國⽴可能會到九千左右。其他包括研究經費、器材、儀器

等費⽤，都是納稅⼈的錢，尤其念到博班之後，國家培養⼀位博⼠所花的錢，光是獎助學⾦⼀、兩

百萬跑不掉。所以當國家培育的⼈才只能作制式化的公務⼯作時，就顯得浪費了。

如果真的有⼼要朝研究領域的話，仍建議去讀研究所，畢竟基礎科學也是國家軟實⼒的⼀種。如果

要朝基礎公務員或傳統上下班制的⼯作，其實早點畢業進入職場也是另⼀種學習。

學長接著表⽰，⼤學畢業和研究所畢業，薪⽔落差其實不多，⼤概幾千塊，公私⽴學校仍會有等第

之差。

雖然⼤學學歷起薪較差，尤以傳統產業來說，理⼯科系起薪⼤概就三萬多。但是⼀些好公司，像中

鋼或中油等國營事業，甚至是公務⼈員的調薪幅度和頻率較⾼。最基本業界的調薪約是每年低薪調

3％，有些公司也會看績效做額外調薪，服務久了之後，光靠這些制度調整之後，就會達五、六萬

了。

⼤學的實驗室

學長也推薦我們參加實驗室，進入實驗室可以培養化學實驗的sense，包括做實驗的⼿感，以及⼀

些切入點。另外，可以融會課本上的觀念，畢竟⽂字的感覺太抽象，提早加入實驗室可以提早熟

悉。

學長提到⾃⼰是到碩⼠班時才進入實驗室，所以關於實驗的化學基礎觀念也是到研究所才開始學，

比起同屆的同學起步已經慢很多。所以實驗進度緩慢，⼤概是那⼀屆碩班唸三年的。

所謂的優勢?

關於⾼醫化學系學⽣相對於其他學校不同地⽅，在於我們除了是傳統的化學系，但又是醫學⼤學，

所以能多接觸到化學和關醫學和藥學相關的領域。Ex:⽣醫材料。

但是這些是否能成為優勢，其實也不好評斷。學長認為化學基本功要先練好，畢竟萬變不離其宗，

跟化學相關的⼯作很多。基本上化學系的出路很廣，如果要去好⼀點的公司，Ex.台積電，研究所

洗⼀下學歷無妨！台灣的公司仍是有學歷情結。

⽽接下來問了⼀項我們較感興趣的問題，就是藥物研發有什麼發展和前景嗎︖

學長則表⽰在「新藥開發」受限國內產業的經營者的經營⼿法導致發展受限。畢竟研發⼀種新藥不

僅要經歷研究、臨床試驗等，且也要國家查驗登記，⼀連串下來可能就⼗幾年了，設置最後新藥的

效果也不如預期。由於「新藥開發」非常燒錢，然⽽臺灣商⼈⼤多短視近利，寧願爭當市場⽼⼆，

也不願當市場的開創者。畢竟當追隨者就可以免去失敗⽽無法回收投資的風險，就像是關於專利藥

和學名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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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能往國外的藥廠發展，畢竟外商在資源和經營⽅式上都截然不同於台灣傳統的經營者。這個

⽅向應是不錯的選擇，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關於⼯作發展的⽅⾯都了解⼀些之後，我們在意的當然就是我們系出去在業界的評價。從學長⼜中

得知他過往的經驗是沒問題的，不會比其他公⽴⼤學差，畢竟最後會看的還是⼯作上的表現，任何

⼯作想要的是有解決能⼒和能做出績效的⼈才。

除了未來就業的⽅⾯外，我們也很好奇以前的⾼醫和現在有什麼差別或是讓⼈印象深刻的地⽅，學

長⽤簡潔明瞭的四個字表達：「學校不好。」聽了我們⾺上笑了出來。

⽽印象深刻的地⽅當然是有的。學長記得剛升碩⼀的暑假進入許智能⽼師的實驗室。⼀開始，許智

能⽼師實驗室是借⽤在實驗⼤樓的4樓的物化實驗室，聽說B1是福⾺林池，⽽6樓是⼤體解剖室。

有⼀天，學長⼀個⼈做實驗到很晚，同實驗室的同學都先⾛了，整棟⼤樓⿊漆漆的。當時在4樓的

實驗室，因為都沒有⼈，靜下⼼來還可以聽到6樓佛堂的聲⾳。⼀個⼈做實驗到最後，還是撐不過

⼼裡的恐懼了，就打電話叫同學過來。⽽且印象中從⼤⼀進去之後學校⼯程就沒有停過，新的醫院

⼤樓、第⼀教學⼤樓，操場和地下停⾞場、新的學⽣宿舍⼀棟⼀棟的蓋到學長畢業。

離開了過往的回憶後，問到學長對⾃我未來的期許。「開始有家庭後就務實多了，⾸先就是賺⼤錢

啦，(ps.學長是沒相信某個會讓我『發⼤財』⼈物說的話)。當然也是希望能得到別⼈的肯定，做好

⾃⼰的角⾊，不過最想把⾃⼰的經驗去分享給別⼈。」「產業界怎麼看你，你要怎麼去看那個產

業，要學著去看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學長在清⼤博班的前輩跟他說⼀個觀念，「今天我請

你來⾯試不是只有我去評斷你這個⼈可不可以來我們公司⽤，你也要評斷這間公司對你來說有沒有

發展性，⽽不是這間公司薪資與福利有多好。」。有很多事情是學校不會告訴你的，當然產業界更

不會會教你。

最後學長對我們說了：「先給你們⼀點震撼教育，希望你們可以提早準備，不⾛冤枉路。」

建議與期望

學長接著跟我們娓娓道來⼀件很重要的事，「什麼是國際觀?」。氣氛稍微嚴肅起來，學長接著

說：「很多⼈都說台灣⼈沒有競爭⼒是因為沒有國際觀。那什麼是國際觀呢?」

我們有表達些⾃⼰認為的⾒解，但都不太貼切。學長說：「這是我當兵的同梯告訴我什麼是國際

觀，他當時是郭台銘的董事長助理。他說:『你到⼀個國家之後，你能放下所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親身去融入和體驗他們的⽣活，從⽽去了解他們的⽂化⽣成原由，⽽不是從我們的觀點去評斷他

們。當我們能站在他們的觀點了解與接受⼀個國家的⽂化，我們才具有真正的有國際觀。」

學長舉了⼀個例⼦說：「像我最近的出差地點，⼀個是中國，⼀個是印度。譬如印度在你們眼中是

不是⼀個很落後的國家，比較貧窮、道德觀念也不是很好，例如官員會收受回扣，報假帳等。但是

當你在印度⽣活⼯作時，你去了解⼀些印度的⽂化背景之後，去思考為什麼印度會有這樣觀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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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致了解在印度這些事情很普遍。進⼀步，你在跟他們共事之後，會知道這是很難改的，但這也

是他們⽣活的⼀環。」

這說明了當你能深入當地⼈的⽂化才能打交道，也才能知道他們的需求。於是⼀個簡單地結論：

「我們能贊同與理解他們的歷史背景，進⼀步體會與感受他們的⽂化與觀念，這樣的想法才能稱作

具有國際觀。」

聽完學長特地教給我們的不同的觀念，⽤餐也剛好差不多時候，望向牆上的時鐘，才發現不知不覺

就過了快三⼩時，訪談即將告個段落。

我們請店員幫我們合影後，結束了這次收穫滿滿的訪談。學長後來送我們到捷運站⾨⼜，也不忘說

以後還有問題也歡迎詢問他，能幫忙學弟妹再好不過了。

跟學長道別後，在回程的路上，我們⼼裡迴盪著：站在不同的觀點上看不⼀樣的世界，真的能感受

到⼈⽣會有很多嶄新的經驗這種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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