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暨第八屆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 

  

及本系於 2011 年 3 月 14、15 日假台中市永豐棧

酒店擴大舉辦「2011中部財金學術聯盟暨第八屆

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研討會包括專題演講、學

術研討、實務座談及中科參訪，邀請兩岸金融業

者以及學者就 ECFA後的兩岸新局以及證券、期貨

市場合作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共有 4 百多人參

加。本研討會的舉辦除了掌握兩岸金融市場的最

新發展外，冀望能促進兩岸金融產、官、學各界

的交流並藉以整合各領域之觀點，供相關主管單

位參考，進而提升各領域的研究及互動，創造兩

岸金融合作新的里程碑。 

 

   【學術活動】2011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暨 

            第八屆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 

【系所簡訊】重要訊息公告 

【人物特寫】新進教師林子綾、陳立文、 

      郭良瑋老師專訪 

【系友專欄】系友邢大任先生經驗分享 

  

  

  

  

  

     面對區域經濟整合、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議

題及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趨勢，台灣證券

交易所、中部財金學術聯盟、台灣財務工程學會
  

  

   大會演講     

  本次研討會主講人為前行政院副院長、現任永

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先生，以及前行政院金管會主

委、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先生。他們分別就

ECFA 後兩岸金融合作展望以及兩岸金融交流的主

題進行演講。 

邱董事長從跳脫「東亞中等所得國家地區的成

長陷阱」的觀點，切入兩岸簽署 ECFA 之後的金融

合作。他指出中國大陸在 2009 年屬於較低中等所

得經濟體，在 2010 年開始進入較高中等所得經濟

體；而台灣則一直都是高所得經濟體。也就是說，

大陸的前景非常可觀，其投資占 GDP 百分比已經

高於日本跟韓國，在經濟起飛的時候，整個投資佔

GDP 的 30  %以上。除了大陸之外，東亞其他經濟

體的投資佔 GDP 百分比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形

成了一個成長的陷阱。 

從一個經濟體、一個大國的立場來看，大陸屬

於知難行易的情況，也就是只要知道了技術，自己

就可以完成工作。但是知易行難的情況，例如美國

具備良好的技術，但是生產 DRAM 等必須快速、

有效率；低成本生產的產業，因為其勞工成本比較

貴，所以雖然擁有技術，但要馬上商業化卻有困

難。假如從台灣與大陸兩個經濟體來看，便可以同

時克服上述兩種情況，好比說台灣跟大陸合作就可

以把很多 ICT 產業商業化（commercialize）。像是

在成都、關中、陝西地區過去都沒有科技業，但是

台灣跟大陸的合作，便可將 ICT產業的原料運到陝

西、西安、重慶，那邊的大型科技發展可創造出非

常有效的產值，兩岸都能互蒙其利。 

  金融在整個台灣經濟發展上佔有非常重要地

位，第一部分是在 1987年左右，那時候外匯遽增，

製造業的美元資本存量成長很快，主要歸功於中小

企業的表現不錯；第二部分是在 1994 年的台灣股

市，台積電剛好上市，帶動整個股票市場成長，中

小企業跟製造業上市以後的每人資本存量成長都

非常高。但目前台灣的每人資本存量在下降，所以

第三部分是非常需要倚靠台灣跟大陸、香港合作，

由兩岸和平發展、三通直航，整個亞洲經濟區域

化。另外，台灣目前營利事業所得稅由 25 %降到

17 %，對中小企業也有很大的幫助，因為 75 %的

產業是中小企業，他們的獲利大幅成長，賦稅負

擔減少大概 1 / 3 非常可觀，所以投資增加許多。 

依照 Capital  Access  Index 對世界整個經濟體

的排名，台灣股市在市場的發展上是排名第 3，

優於香港及新加坡。就股市發展來說，台灣是一

個很特殊的環境，主要是因為台灣科技業在股票

市場的完全融資佔了 51 %，遠高於其他國家。台

灣在 1985 年～1986 年外匯豐厚，中小企業是促

成經濟資本形成最大的力量之一。在台灣，中小

企業佔整個放款的百分比大概是 40 %左右，高於

大陸的資本市場，因此將來台灣中小企業的制度

可以供大陸參考。 

  交通也是一切進步的泉源，由於大陸航空發

展快，現在兩岸直航創造了一條新絲路，交通的

成本非常低，將來關稅可以減少，透過這種交通、

語言的方便還有整個兩岸知識的交流和平發展，

連結兩岸創新、技術及大陸城市化，不管在財務

或科技方面，一定是大有前途，互利雙贏，更有

助於兩岸避免陷入成長陷阱。 

  而胡院士則是提出了「跳脫零和賽局的思

考，創造雙贏」的概念。他認為現階段大家的佈

局都是零和遊戲，未來應該做的是創造雙贏的佈

局。 

針對經貿方面從 1980 年代就開始快速成

長，兩岸的貿易總額平均年增率為 17.1 %，迄 2010

年為止，兩岸貿易總額已達 1,208 億美元，佔台

灣全球貿易總額的 23 %，大陸實際上已經取代美

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近年來台灣從大陸

的進口與直接投資更是快速成長。台灣對大陸的

直接投資，早期以傳統產業、中小企業為主，但

過去 10 年來，則以 ICT產業為主力。就地區而言，

前三名分別為江蘇、廣東與上海。 

  在兩岸貿易及直接投資快速成長的驅動之

下，金融業務往來已經不可避免。從 2008年富邦

銀行獲准透過其香港子行參股大陸銀行，開拓兩

岸三地監理機關合作的開始。而 2009年兩岸簽署

金融MOU 與 ECFA之後，迄 2011 年 1月為止已有

六家銀行獲准到大陸設立分行，此外尚有數家銀

行在辦理申請手續之中。在陸資銀行方面，中國

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等 4

家陸銀也已獲准來台設立辦事處，依據 ECFA 的規

定，設立一年之後即可升級為分行。大陸方面限

制台資銀行在大陸要設立分行者，總行在申請設

立前一年底資產總額不得低於美金 200 億元；設

立子行者，在申請設立前一年底資產總額不得低

於美金 100 億元。台灣方面則限制台資銀行到大

陸的投資只能佔其淨值的 15 %。由於雙方監理機

關的規定，因此實際上在金融交流的規模不致太

大。 

目前登陸佈局的台資銀行有台灣土地銀行、

第一銀行、國泰世華、合作金庫、彰化銀行、華

南銀行，大多是公股銀行，其利基點在於企業金

融，與大型陸資銀行雷同，因此互補的作用值得

思考。佈局地點主要是以上海及周邊的昆山及蘇

州為據點  (華南銀行以東莞為據點除外)，然而在

這些地點佈局的台商主要都是大型企業，不需要

台資銀行的幫忙，有自己的融資管道。反觀真正

需要台資銀行幫忙的是分布各省的台商中小企

業，在這方面台資銀行的通路顯得不足，使得目

前台資銀行還是單打獨鬥的狀況。更重要的是我

國財政部規定，台資銀行必須對台商申報稅務的

資料，使得台商不敢向台資銀行融資，削減了台

資銀行的利基。基本上大陸的市場那麼大，接下

來思考的方向應朝著「分一杯羹」的心態，參與

聯貸、拆款、服務台商融資需要。

  

  

  

  

  

  

  

  

  

  

  

  

  

  

  

  

  

  

  

  

  

  

  

  

    
  



來思考。 

  金融的跨業經營也導致金融監理一元化，這

些經驗可能也是大陸方面會有興趣的部份。這些

深化有助於雙方金融監理的交流，而金融監理的

整合對於金融的交流會有進一步的幫助，基本上

如果要談兩岸金融交流應該跳脫零和遊戲的思

考，思考如何創造雙贏。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兩

岸金融市場投資人的信心、監理的交流，深化合

作可能會是其中的第一步。【文／丁詩紋】 

一些結構型商品以滿足退休的需要，而雷曼兄弟

的倒閉，有五萬多的個人投資者受到災殃，其中

不少是退休人口。這些經驗使得金融商品在台灣

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與，也更曉得如何保護消費

者。相較起來，大陸金融監理的嚴謹度尚待加強，

金融機構以及一般上市上櫃公司的財務透明度仍

稍微欠缺。過去台資銀行雖然在大陸設有辦事

處，但對於大陸資產的演進了解還有待加強，兩

岸金融交流的發展要從保護投資人、保護消費者

做為出發點，這方面從金融機構的風險控管到兩

岸監理合作的深化，都是重要的。 

  台灣在金融國際化的起步較早，在開放之後

曾面臨過亞洲金融風暴、921 大地震、網路泡沫、

信用卡風波、全球金融風暴，政府在處理這些危

機一直有相當的經驗，在保護投資人、保護消費

者方面，有進一步的思考，也訂定法規希望能夠

促進金融消費者保護，這些經驗都值得大陸方面

  陸資銀行其實也是以零和遊戲為基礎，擔心

台資銀行的反彈，所以初步佈局以在台的外資做

為競爭的對象。兩岸經貿發展金融交流之後對兩

岸的金融市場，當然有整體的幫助，大型的銀行

可能得到兩岸金融交流的成果，但中小型的銀行

面臨的挑戰會在兩岸金融交流的「贏者圈」內或

「贏者圈」外，值得大家思考。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中國市場這麼大，只要

分到一點點市場，可以賺到錢就好了。而中國方

面則不希望刺激台灣人民，所以跟外商競爭。更

好的思考方向，應該是從雙贏的利基，跳脫零和

賽局的模式，讓大陸的市場規模＋台灣的靈活與

創意。因為台灣是最好的 Test Market，人口多元，

有大陸各省及東亞各國移民，所以一個商品在台

灣發展成功，在其他地方銷售成功的機會也非常

的大。另一個優點是台灣的人口老化速度最快，

面臨退休金融的問題也特別早。過去我們推銷了

 

 

 

 

 

   

 

 

 

 

 

 

 

 

 

  系上同學或多或少會有專業能力輸給具

理工相關背景學生的想法，但老師認為學生

大可不必過於擔心。儘管理工背景學生具備

較優秀的數理能力，但財金系學生也能藉由

財務金融知識與數理能力的相結合，在職場

上發揮專長。曾有數學系背景出身的同學要

買新房子，雖然她有良好的數理背景，卻不

會計算簡單的貸款問題以及發掘一些隱藏性

的問題並加以分析，而這些對財金背景的同

學而言是輕而易舉的，這也是我們學生未來

在職場上的利基。 

  期許財金系學生能對自己有堅定之信

心，相信歷經大學四年求學生涯的磨練後，

所具備的財務觀念與專業知識，將能於未來

職場上妥善運用並發揮，在證券業、銀行業

甚至是產業都有亮眼的表現。 

專業證照的迷思 

  財金領域專業證照之種類繁複，不需抱

持證照越多越好的心態，學生們可俟大三、

大四，待課業較為穩定且具一定財金知識背

景後，再去選擇所需之證照。以 CFA 為例，

是一般公認較具有指標性之財金專業執照。

再者，回歸學生本質，這時應以課業為主，

時間分配要妥善安排掌握。 

過去人生經驗分享 

  從社會組考上財金系緊接著財金所，除

在研究所時有接觸保險精算領域外，一路走

來，都是以財金領域為發展中心。畢業後也

至壽險公司從事商品設計與定價的工作，進

而發掘自己對財金專業知識有著極大的熱

誠，於是決定攻讀博士課程，並且往學術研

究這方面發展。 

  在準備博士期間，也曾因論文研究有許

多之波折與艱辛，但惟有經過挑戰，所得到

的知識才會是屬於自己的。 

財金專業課程 

  這學期開授『財務風險管理』這門課，

係設計予曾修習財務管理、期貨與選擇權及

統計課程之學生。同時考量修習本堂課程學

生之基礎，例如，這學期班上部分學生尚未

修習期貨與選擇權，因此針對期貨與選擇權

之內容皆多加補充，儘量讓學生充份了解財

務風險管理之課程內容。而已具備相關基礎

的學生，這堂課係能增加數理與計算方面之

能力，更進一步地介紹財務管理及期貨與選

擇權之相關內容，相信未來在職場上，面對

類似風險問題會更有能力地妥善處理。 

對學生之期許與建議 

 

 

 

 

 

 

 

 

 

 

 

 

 

 

 
    在日趨競爭的工作環境中，我們要如何才能保有競爭力呢？就讓財金系林子綾老師 

    來和我們分享其豐富經驗，並給予財金系同學寶貴的建議。【採訪／余紀賢、巫哲維】 

 

 

 

 

 

 

 

 

 

 

 

 

人物特寫  

克服艱難、堅定信心——林子綾老師

現職：國立中正大學財務金融學系助理教授

學歷：國立台灣大學財務博士 

專長：財務風險管理、資產定價、保險精算

開設課程：財務管理、財務風險管理、金融

倫理學、人身風險與退休規畫 

 ★★系系所所簡簡訊訊★★  
1. 日前由國科會委託研究的「台灣財金學術單位 2003‐2008財金期刊著作表現之研究」計畫結案報告，指出國內財金相關系所已增加為 48所，財

金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共計 514名，本系平均每人每年期刊論文篇數（國際財務＋國內核心財務期刊）名列全國第三。 

2. 賀本系系友李欣玲榮登 99年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財稅行政類科雙榜首。 

3. 陳安行老師參加 2月新加坡 ICSSH 2011研討會及 3 月澳洲 Global Learn Asia Pacific 2011研討會。 

4. 本系莊益源主任及陳乃維老師出席 2 / 19 於台北市青青時尚花園會館舉辦之財金系友會聯誼。 

5. 蔡啟良副教授（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於 3 / 11至本系演講「Actuarial Applications of the Linear Hazard Transform in Life Contingencies」。

6. 3 / 14至 3 / 21邀請 Alan Kent Reichert 教授（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USA）來台短期訪問，進行學術演講及交流。 

7. 黃介良老師獲教學卓越計畫「高階基金經理人特質培育與訓練課程」補助。 

8. 前財政部長呂桔誠將於 100 學年第 1學期於管院開設「財經專題演講」，開放給大學部與研究所同學選修。 

9. 99 學年第 2學期新聘黃志奇專案助理教授。黃老師自加拿大 Queen’s University管理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主修財務，教授大學部「財金英文選讀」、

「國際投資」與研究所「財金論文英文寫作」3 門課程，皆採英文授課。 

10. 財經資料庫與分析中心 100 年度獲得學校補助 70 萬元。 



  現職：國立中正大學財務金融學系助理教授 

學歷：Univ. of Edinburgh 財務會計博士 

專長：投資學、共同基金、投資組合 

開設課程：投資理論研究、商用軟體應用與

設計、財務管理(一)(二) 

探索自我、忠於自我——陳立文老師 
 

    在管院電梯前相遇的那位男士，就是我們今天要訪問的對象嗎？直到同時抵達 

  研究室門口，才赫然發現，原來陳立文老師是那麼的年輕。【採訪／沈安琪、張雅婷】 

 
英國學制——發掘興趣 

  在英國，新鮮人是不分學院或科系，大

家修習共同科目，此階段學生開始探索自

我、了解自我，直到大一結束後，才進行學

院選擇；並於大二結束後，大家再依個人的

興趣做科系選擇。學校始終扮演輔助的角

色，盡全力地幫助學生找到人生方向。 

  英國學制的另一特色是，碩士學程分為

研究型與教學型，為配合學生往業界發展之

需求，教學型碩士的教學模式較趨向大量課

程與作業，以增加同學相關的專業知識背

景；研究型碩士則是往學界發展，傾向資料

蒐集與深入研究。 

思維的不同——接觸人群 

  在英國，當然會遇到來自不同國家、不

同學術背景的學生，彼此之間的思維模式也

大不相同。就算是同樣來自台灣的同學，想

法的差異也是你想像不到的。『我認為最大的 

 

    『在我往財金領域鑽研的過程中，最辛

苦的部分是思維模式的轉換。而我的教學理

念也是希望能將財金學生的優勢，化成實際

的成品，讓人能從外部就了解我們，就像工

院的學生可以將知識化成科技產品，財金學

生當然也能做到這點。』 

國外學生花許多時間了解自己要的是甚

麼，老師也花了六年才發現自己真正的興

趣；喜歡的東西可以讓自己投入，沒有天賦

又如何？每一位大學生先前經歷的求學經驗

都在侷限的範圍中，若在大學期間有幸找出

你這一生值得追求的東西，訂立目標並規畫

實現，長期而言，對人生是相當重要且有幫

助的。很多人對未來都很茫然，更不用說 20

歲的你，越早規劃達到目標的機會就越大，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每天都會覺得非常值

得，即使辛苦也能樂在其中。除了課業以外，

盡量多參與活動以增加人生體驗，多一點不

同面相的刺激就會多一點收穫。 

差異點不是來自於國籍而是源於各自的學術

背景，不同學院的學生看待事情的面向也不

同，就會產生不一樣的觀點。若學生能多接

觸不同學院的同學，吸收不同的想法，相信

會是件有趣的事。』陳立文老師說。 

發現興趣——探索自我 

  『在當兵時，我才真正了解自己對財金

領域有極大的熱誠與興趣，儘管過去我已投

入六年求學時間於土木工程這塊領域上。直

到發現興趣的那刻，我才明白原來專長跟興

趣是不同的，我在土木工程領域有不錯的成

績，周遭的親友也給予肯定，但我知道那是

我的專長，卻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於是毅然

決然提出申請，往財金領域發展，因為喜歡

而有動力、有熱誠，投入全心全力去研究，

就算不是自己在行的專業，也能大有進步，

自然也會得到收穫。』陳立文老師如是說。

對同學之建議——爭取優勢 

   

 

 

 

 

 

 

 

 

 

 

 

 

 

 

 
 
  現職：國立中正大學財務金融學系助理教授 

學歷：Univ. of Houston  財務博士  

專長：公司投資與財務政策、公司併購與治理

開設課程：財金個案研究、財務管理個案研

究、國際財務管理、財務金融專題研討(一)、

公司治理專題研討 

   
 
        

獨立思考、啟發式教學——郭良瑋老師

            在外飛行的青鳥，終究回到人親土親的故鄉，因為這裡才是你的根，你最終的 
  歸屬。就讓親切溫和的郭良瑋老師，來與我們分享她過去留學經驗，並給予財金系同學 

  往後進修之相關建議。【採訪／韓蕙鄉、郭柔君】 

 

 

 

 

 

 

 

 

 

 

 

 

 

求學經驗分享——克服與突破 

  在國外唸書最大的不同點是須自己料理

生活大小事務，樣樣都要事必躬親，畢竟人

生地不熟，什麼都要靠自己。因為是前往美

國攻讀博士，其財務領域極為注重基礎理論

的鞏固，並不是一開始就著手做研究，所以

數學能力要夠強，倘若本身是唸理工相關科

系就比較有優勢。但若本身一直是唸財金科

系，對財務基礎的觀念較強，在理解推導緣

由及結果較容易進入狀況。然而，在國外遇

到更大的問題是在研究方面，老師們傾向讓

學生自己獨立發展，但相當強調研究目的及

貢獻的說服度，因此，思考具有學術貢獻性

的題目，至著手完成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

程！但遭遇挫折也能讓自己相對成長，有壓

力就會有突破，唯有堅持到底，才能克服困

難、繼續前進。 

美國學制 ——啟發式

  印象最深刻的是，曾修習過一堂課，老

師都用個案進行討論，上課參與佔成績比例

高達 70  %，藉此要求學生參與並發表言論。

國外教學係啟發式學習，當你想要了解一項

東西時，不會直接給你答案，而是慢慢引導

你，讓你逐步推進到可能之解答，培養並重

視你的思考過程。 

出國進修與否——心態取決 

  若在自己能力許可下，能多看看不同的

世界、不同的人文，對視野的開拓有相當程

度的幫助。但出國的心態非常重要，要想清

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想要從中學習哪些

東西，最好與自己的人生及職涯規劃有所結

合，才較有方向感。在國外進修財務領域，

課程相當開放，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組成一

個工作團隊，彼此相輔相成，激盪出更具創

意且多元的思想元素。研究所部分除了兩個

基本考試，大部份的申請文件中，也會要求

你寫出為什麼要出國唸書等問題，應該要嚴

肅並認真看待它，不只是為申請而寫，而是

為自己而思考。 

對學生的期許——堅持、勇敢嘗試 

  不管是在課業或未來工作上都是如此，

遇到挫折或困難，不要感到害怕而想直接放

棄，只要堅持到底，最終都能夠克服它，而

這也是一種積極且正向對待人生與生活的態

度。此外，如何發現問題，以多角度及正面

批判性的態度來分析問題，進而提出可能的

解決方法，及做出最終的選擇，是一個很重

要的思考過程訓練。未來的人生規劃，不一

定要預先設限，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與變化，勇於去嘗試，再好好地決定。 

 



 
◆  系友專欄  ◆  

學生時代 

  大三時，選修了一門財金系投資學的

課，林象山老師問我要不要去甄試財金所，

當時想說一輩子待在實驗室太無聊了，沒想

到僥倖被錄取了，開始了我跟財務金融的不

解之緣。 

  由於不是科班出身，研一每一門課對我

來說都比其他同學要辛苦得多，加上英文程

度不好，老師們每個禮拜開好幾篇 paper，都

把我搞得七葷八素的，但我還是苦撐過來

了。我的論文由陳安行老師指導，寫的是美

式選擇權訂價模型的推導，我覺得在研究所

時紮實地讀書，對於打好日後工作的基礎絕

對有幫助。 

  當研究生時，學校演講邀請到寶來證券

創辦人白文正先生，我那時候問了一些關於

選擇權實務操作的相關問題，剛好白先生也

是致力於金融創新工程的人，當場就說：「你

畢業後來寶來上班！」 

進入社會 

  當兵後想到當初白總的一句話，就厚著

臉皮去問他們有沒有缺人，當時寶來只有債

券部一個新成立的商品小組跟債券承銷組有

空缺，當年承銷正熱，研究所同學畢業有一

半去做承銷相關業務，但是我覺得太多人追

逐的市場，超額利潤也必定下降，於是決定

加入債券衍生性商品的領域。一開始的工作

本來是當新商品研究員，之後接任可轉債交

易員的工作，開始了我的交易員生涯。寶來

證券一直致力於金融創新，所以主管機關要

開放什麼業務，寶來一定是第一個去申請，

並完成市場上第一筆交易，讓我這新人也參

與了不少新業務。不過債券部畢竟還是以公

債交易為獲利的來源，一直做財務工程研究

不是我想要的，於是辦了留職停薪，自己一

個人去走絲路。 

  自己一個人去旅行的感覺很奇妙，來自

不同國家的人睡在同一個臥舖車廂，一起包

車去各個不同的景點，雖然認識了新朋友很

開心，但夜闌人靜時你必須一個人誠實地面

對自己。在絲路流浪的這一個月，我想了很

多關於人生跟工作的事，好像重生了一樣，

之後又回到寶來債券部。 

  回鍋之後開始做套利交易、美債交易，

也被公司派去紐約參觀交易所，學習新的金

融商品。很感謝那時的主管放手讓我們做一

些新的嘗試，當時的寶來一心要做台灣第一 

 

 

 

 

 

 

 

 

 

 邢大任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第一屆 學士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第七屆 碩士 
 
經歷 
法國興業銀行台北分行 董事  

環球市場 交易主管 
法國興業銀行台北分行 副總裁 

外匯,固定收益及利率衍生商品交易 
寶來證券 債券部 副理  

債券及利率衍生商品交易主管 
 
其他經歷 
台灣金融研訓院 講師 
證券發展基金會 講師 
台北金融大學 講師 
 

 

 

 

 

 

 

 

 

 

 

 

 

順勢而為 

  人生就像做交易，要懂得順勢而為，才

會比較輕鬆，到了要選擇時，選一個比較有

機會的，當初選擇念財金所，是因為物理很

難，需要全心全意去念，但我不想把時間都

花在書上，所以順勢選擇了財金所；選擇寶

來證券，是因為自己對券商傳統的業務沒興

趣，所以選擇了注重創新的公司；進入法國

興業銀行，是因為剛好有這樣的機緣。在做

這些決定的當下，你並不知道這是不是最喜

歡，或是最好的，但是只要你能力夠，未來

都可以再修改。 

人生到底追求什麼？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雖然在外商投資

銀行的薪水高，是大家口中的肥貓，但我們

都要做好隨時打包離開這場金錢遊戲的準

備。就像電影『華爾街－金錢萬歲』裡說的，

時間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而非金錢，過度

追求金錢，就會忘記原來要追求的東西是什

麼。我想，健康的身體，幸福的家庭，這才

是人生應該追求的。【文／邢大任】   

機會比較多，做了就知道你適不適合當交易

員，但是一定要試試看，紙上談兵是沒有用

的。至於「怎樣可以進外商銀行？」這真的

不容易，因為外商交易室本來就沒幾個位

子，英文好是最基本的，要敢講、能溝通，

頭腦要夠 smart，反應要快，剩下就是等待機

會來敲門了。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其實我英文考試都考不好，但是我去自

助旅行遇到外國人，他們都說我英文很好，

這也是我要鼓勵各位學弟妹，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我通常一年會一個人自助旅行一

次，這是練習英文與磨練膽量的好機會，對

現在的我而言，這是一種自我放逐，我住過

柬埔寨一晚 2 塊美金的房間，有時也為了省

一晚旅館費用與時間在火車上睡臥舖，這樣

的旅行和我在台灣的生活反差很大，不過，

有些事情需要在某些情境才會想得比較清

楚，不然每天面對數字上上下下，我不知道

真實的世界是什麼。

的投資銀行，但再怎麼努力，很多業務受限

於法令的限制、人才與經驗的不足，終究是

一家走不出台灣的投資銀行，我也下定決心

有機會要去外商的投資銀行闖蕩，選擇進入

法國興業銀行台北分行的交易室做利率的交

易。 

  在外商銀行和本國公司有何不同？首

先，你的同事、老闆大部分是老外，不只是

語言差異，思考邏輯也大不相同。雖然你人

在台北，交易的市場在台灣，但在和 group

開會時，會分享到其他不同國家交易員的經

驗，你會知道 hedge  fund 的 flow，也會知道

韓國、波蘭的 fixed income市場狀況，每年還

會在香港倫敦或是巴黎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交

易主管開會，你看到的東西無論是廣度或深

度，絕對和在本國公司是不一樣的。 

回首交易員之路 

  常常有人問我，怎樣可以進外商銀行當

交易員？我的建議是，如果你真的想當交易

員，也可以先從本國銀行、券商、票券試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