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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身為韓效忠一生專屬的法律顧問，現

任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的陳錦隆，談起韓效忠先生的生平及相識過

往，總是流露出景仰及敬佩之意。

歐洲美元拓荒者 畢生成就投入基金會

韓效忠先生 1930年出生於瀋陽，為臺
大經濟系畢業之校友，隨後在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獲得MBA學位。儘管如此，他的職涯
卻稱不上一帆風順。獲得MBA學位並未讓
韓效忠順利獲得工作，畢業後遇上中印戰爭

的他，當時受美國福特基金會之託，前往印

度德里大學擔任中國研究所的顧問，開啟了

他兩年的印度之旅，成為美國暗地裡幫助印

度的關鍵角色。

前往印度成為韓效忠最重要的一個經

歷，「如果沒去印度，就不會路過倫敦；

沒有倫敦行，就不會轉往金融業發展。」

前往印度屆滿一年之時，韓效忠搭機返美

休假，在飛機上隨手翻閱《商業周刊》，

內容專訪歐洲美元之父詹巴納斯基 (Minos 
Zombanakis)，介紹歐洲美元市場，這引起了
韓效忠的好奇，也獲得會面的機會。當時歐

洲美元資金豐沛，苦無地方可投資，台灣卻

正是經濟起飛的時候，無論是中小企業或是

國家基礎建設樣樣都需要外匯及美金，此番

談話讓韓效忠興起引進歐洲美元的想法。

多年後，韓效忠因緣際會轉進金融業，

並藉此正式將歐洲美元貸款（Euro Dollar 
Loan）引進台灣，他在台灣的第一個客戶是
台塑企業的王永慶，國營企業台電、中油，

民間企業如新光集團、聯電、宏碁及寶成等，

都是韓效忠的客戶；這也成為陳錦隆與韓效

忠生命中交會的起始點。

當時正在萬國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陳錦

隆，業務上剛好遇上韓效忠第一個委託案，

後來因為職涯發展離開了事務所，卻成為韓

效忠一生的法律顧問。韓效忠更在辭世之前

將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交棒給陳錦隆。

基金會首重教育 難忘母校臺大經濟系

韓效忠先生心中的首要使命是「教育」，

儘管當時來自喜瑪拉雅音樂挹注的資金所剩

無幾，他覺得教育是一個社會中最重要，最

應當被優先重視的事業，因此決意將自己在

金融業獲得的資源投注在基金會，陳錦隆先

生接手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後亦將教育

視為優先業務。就這樣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

金會開始了各種獎學金的計畫，對於臺大經

濟系提供從大學、碩士班及博士班，每年 2
至 4位、每位三萬至五萬元不等的獎學金。

除了在學的獎學金，臺大經濟系的學生

若成功就讀哥倫比亞大學，還能申請以韓效

忠母親命名的包一民獎學金，即使已獲得教

育部公費或其他獎學金也不會被排除在外，

更是體現韓效忠重視教育，同時鼓勵學生出

國念書並重視教育志業的理念，但成立迄今

尚未有臺大經濟系的學生提出申請，讓基金

會感到十分可惜，期待疫情過後能看見獎學

金真正發揮功效，幫助學生赴海外求學，且

有朝一日回國貢獻台灣。

「真的有那個機會，就要鼓勵學生出

國，因為美國研究的環境就是比我們好。」

陳錦隆舉例，就像世界聞名的諾貝爾獎學

金，經濟、金融類別獲獎人還是集中在歐美

地區，「大師級的人物在美國，接近大師還

是會受到很多的啟發。」因此鼓勵學生出國，

不僅提升自己的國際觀，也能更宏觀地去看

待台灣社會未來發展潛在的需求。

陳錦隆強調，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提供給臺大經濟系學生獎學金，一部分是因

為韓效忠的出身，另一部分是看重臺大經濟

系在國內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是學術執牛

耳者，畢業校友遍佈社會各處，一舉一動掌

握台灣的經濟及金融脈動，對國家社會貢獻

良多。

「教育是一代傳一代的，我們終究是一

個後進國家，怎麼跟得上時代的需求？希望

鼓勵臺大經濟系的學生去美國，台灣一直要

有新的人來，新舊交替，我們認為這是值得

做的事情。」因此喜瑪拉雅基金會不僅提供

給學生獎學金，更設立青年講座，鼓勵年輕

學者到臺大經濟系任教。

就基金會的角度而言，當然希望每個領

到獎學金的學生都能夠效仿韓效忠這樣無欲

無求的典範，將他一生所獲得的財富都奉獻

給基金會及社會。就像當初韓效忠接受福特

基金會的職務遠赴印度擔任顧問一般，種種

機緣成就了他日後非凡的人生經歷，並對台

灣社會做出莫大的貢獻，都是來自福特基金

會給予的啟發。陳錦隆相信「我們這樣播種，

總有一天樹長大了、有成果了，就能回饋給

這個社會。」

三大使命持續發光 喜瑪拉雅自詡為社
會補白

韓效忠一直以來期待基金會除了投入教

育事業外，兩性平權及兩岸和平同樣被列為

基金會的中心使命。韓效忠曾經說過，若日

本的女性投入經濟活動，今天日本的 GDP
絕對不僅於此。因此無論是以母親命名的包

一民獎學金，或是提供給臺大經濟系的獎學

金，都會以「女士優先」的精神作為依據，

倘若申請的學生同樣兩位條件相仿，且優秀

程度不相上下，喜瑪拉雅研究基金會將建議

給女士優先的機會。

作為一個基金會，陳錦隆期待應該為社

會「補白」，意即政府社會未能及時投注資

源之處，「基金會發現它值得做、有意義就

去做。」如同韓效忠當初被福特基金會挖掘

一樣。陳錦隆偶然在捷運中山站地下街翻閱

到洪芳怡的著作《曲盤開出一蕊花》，描述

三〇至四〇年代的戰前台灣音樂，讓陳錦隆

大為驚艷，於是邀請洪芳怡持續創作，將戰

後的台灣音樂縮整分析記錄下來，讓一般大

眾瞭解台灣音樂值得研究保存，也給予像洪

芳怡這樣優秀的人才發揮的舞台。

目前這樣的美談仍持續在喜瑪拉雅研

究發展基金會不斷地發生，基金會也將台灣

美術史翻譯成日文等外文，透過當地出版社

發行，將台灣的文化價值宣揚到海外。「讓

台灣突顯他的文化主體地位，這個是很重要

的，國民有文化主體地位就不會像牆頭草、

隨著風搖。」

自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及臺灣大學法律

研究所畢業的陳錦隆，同樣在基金會貢獻一

己之力為社會「補白」，台灣的財經法由來

已久，對學生及實務界而言卻苦無一套有系

統的書籍。故此陳錦隆在與牛津大學接洽並

取得授權後，委由國內年輕學者與正在海外

就讀的法學研究生進行翻譯，最後再由陳錦

隆親自審定，「一套書擺在那裡，代表的就

是一份力量。」舉凡金融監理、證券交易及

國際聯合貸款等等，除了學生研讀外，更希

望提供給律師跟法官作為參考，看別人如何

適用他們的法律、產生哪些問題以及怎麼解

決。

 （文接下版）

 文、圖／張莉君

喜瑪拉雅基金會首重教育

韓 效 忠 創 立  陳 錦 隆 接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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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的話我也不知道。」身為台灣

經濟史的專家之一，任教於臺大經濟系的古

慧雯教授，回想起自己當初為何選擇以經濟

學的角度接觸歷史，這麼多年卻未必能夠找

到答案。她說，求學階段就是分數把自己送

去當時的臺大商學系（現為臺大管理學院），

即便有同學轉換跑道奔向政治學、藝術史，

但她仍然一路在管理領域直到博士班畢業。

「我想我比較懶，我也比較不會問說我喜歡

什麼，我不是經濟系、也不是經研所，可是

我為什麼會在這邊教書，這也是很多機緣造

成的，總之我就進了經濟系服務。」

無心插柳卻成經濟史專家

「這個很有趣，講到教書，其實我並沒

有開經濟史的課。」古慧雯談起臺大經濟系

仍充滿謝意，她自己在博士班的研究主題向

來都是賽局理論，當時在台灣有這樣專業知

識的學者算是相對少數，儘管自己並非經濟

系出身，「臺大經濟系的器量非常的大」自

己就這樣進到臺大經濟系任教，直到今天自

己都還在教導賽局理論，一堂經濟史都沒開

課、也並非經濟系出身的古慧雯，是如何踏

進經濟史的領域？

回憶起研究所時光，當時的古慧雯在因

緣際會下結識了吳聰敏教授，即便兩人當時

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然而身為學長的吳教

授回台灣後便轉向了經濟史的研究。古慧雯

認為，既然開啟了研究之路，就該找一個尚

未發展過的面向，「不會一直跟著人家在做

些枝微末節的修補。」於是在吳教授的邀約

下，兩人開始了經濟史研究的合作。

無獨有偶，台灣史研究專家之一的葉淑

貞教授恰巧也在當時來到臺大經濟系，與此

同時聞名經濟史領域的 Kelly Olds（魏凱立）
教授同樣應聘至臺大，即便專長身在美國經

濟史，仍然對台灣的歷史充滿興趣。「對！

非常偶然」就這樣接二連三的經濟史專家出

現在古教授的生命中，開啟了她的經濟史之

路。時空荏苒，臺大經濟系著重於個體經濟

學、賽局理論的師資漸漸充實，古慧雯多年

鑽研經濟史 , 也吸引到學生一起來想問題 , 
撰寫學位論文。

遠渡重洋返校當學生進攻最難古荷蘭文

說到研究台灣經濟史，古慧雯分享，自
己一剛開始是從台灣的日本統治時期開始著
手，自 1895年起至二戰結束這段期間。經
濟史的研究仰賴相當大量的數據資料。而日

本政府勤於從事各項調查，更幸運的是，臺

灣大學前身便為日本統治時期的帝國大學，

海量資料就藏身在身邊的圖書館中，「他

們留下來的統計資料，過去放在那邊沒有人

理，可是對我們來說是寶貝。」

然而要往前繼續研究台灣在地的經濟史

並不容易，清朝時代與日本時期完全相反，

僅僅想要人口統計數據都不容易，甚至歷史

學家告誡大家連官方數據都不能相信。要想

瞭解台灣經濟史，除了日本統治時期外還有

別的可能嗎？古慧雯開始尋找研究台灣在地

經濟史的另一個可能。

「我知道清朝的資料很困難，可是在清

朝政府或是鄭成功來之前，是被荷蘭東印度

公司統治的。」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上市

公司，所有的貿易都必須得向股東一五一十

報告，「他們就是有很多的數字紀錄。」既

然 18至 19世紀期間取得資訊如此困難，轉
向 17世紀的台灣經濟史，就成為古教授的
下一個目標。

古教授的研究台灣經濟史之路並非一

帆風順。「我開始做日本時代的時候，其實

五十音都不會，那就是從五十音開始。」進

入荷蘭時代卻沒有這麼簡單，為了要閱讀荷

蘭東印度公司的帳本，就得接觸古荷蘭文。

當時古教授湊巧遇上荷蘭萊登大學推動

的荷蘭文學習計畫，目的就是讓能亞洲學生

學習荷蘭文，讓世界史不再只是歐洲人、白

種人的視角，而是由所有人共同撰寫。就這

樣古慧雯利用七年一次的教授年休時光，遠

赴荷蘭學習最困難的 17世紀古荷蘭文，原
訂只能修習半年的荷蘭文，最後在萊登大學

的老師出手申請荷蘭當地的國科會計畫，以

及經濟系系友基金會的慷慨解囊，順利完成

一年的荷蘭文學業。

寫遍科技部計畫 人生還是意外的最美
好

「其實我們做研究⋯講打破也不好，
就是要改善我們對於歷史的認知。所以會有

一篇論文的存在，一定是這篇論文講的東西

跟從前大家理解的不一樣。」古慧雯認為，

做研究的意義並非為了標新立異，而是讓外

界知道原本的觀點可能有些許謬誤，這是無

論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甚至各類的科學家

都在努力的面向，然而要做到這點相當不容

易。

在台灣做研究得先向科技部提出計畫，

不過按部就班的計畫誰都可以按表操課，

「這步驟一步步下來，那個東西好像就不是

值錢的東西。」古慧雯說，「我不認為人是

很聰明的動物。」她認為我們想的東西很多

都是錯的，但是如何在錯誤中再殺出一條新

的路來才是研究最大的樂趣。

「我覺得人生都是意外的東西比較

好。」古慧雯回憶，就像當初研究台灣糖業

的資料時，意外發現荷蘭文的手稿上竟然出

現民族英雄郭懷一的名字，年份就是在革命

起義的前一年—1651年，從資料中可以看出
郭懷一是個從事種植甘蔗製糖的頭家，有一

群農夫替他工作，他甚至跟荷蘭人關係匪淺

有借貸往來。當時的地球進入小冰河期，氣

候變異大，從荷蘭人的日記中的天氣記載，

台灣當年異常乾旱 ,1651年借錢來栽培的甘
蔗來年收成儼然成為一大問題，原本的借貸

關係演變成為郭懷一抗荷的最大導火線 ; 台
灣正上演著 17世紀全球因為氣候變遷問題
而到處鬧革命的類似場景。外界認為的民族

英雄其實是個無法償債的債務人，企圖殺死

他的債權人。即便與預設的民族英雄場景並

非完全雷同，卻讓古慧雯當下如獲至寶，無

意間瞭解這一位民族英雄是何方神聖，「好

像有些東西就撿到的。」

回首來時路，若要說踏入經濟史領域

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古慧雯認為，語文還

是最基本的能力，英文更是重中之重，是跨

入其他歐洲語系的敲門磚，基礎的經濟學原

理，自然也是條件之一。不過，修習經濟史

對人生有什麼樣的幫助？古教授坦言，真的

很難做一些連結。就像自己曾有學生與她共

同研究「嘉南大圳」，學生畢業後選擇投入

商業界工作，「她處理的問題我都無解」，

學生能力強 , 在外商表現優異 , 甚至比自己
更早退休，或許當下專注在研究題目的訓練

本身，就已是給學生的最大幫助。

古慧雯說，小時候經過臺大的圍牆邊

時，都認為在圍牆內唸書的大學生相當了不

起，沒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會在圍牆內任職

教書。「其實（人生）很多東西都不是想出

來的。」儘管是這樣平淡的描述自己踏入經

濟史的一點一滴，古慧雯每個待在圖書館翻

閱史料的日子卻不為人知，但正是這些努力

的日積月累成就一位經濟史學者。

（文承上版）

此外，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擁有豐

沛的資源，並未讓他們止步於此，「基金會

期許自己是基金會中的基金會。」每年選出

8至 10個中小型基金會，提供資金讓他們改
善資訊方面的問題，並成立公益資訊中心，

讓各個基金會能夠輕易與外界連結；喜瑪拉

雅每年也不定期舉辦講座及教育訓練，提供

中小型基金會志工招募、網路行銷等等支援

資源。無論能幫助到多少人，看見需要就持

續投入資源，為社會做好「補白」的工作，

就是喜瑪拉雅延續韓效忠的精神永不放棄的

使命。

 文、圖／張莉君管院出身卻成經濟史專家

古慧雯攻讀最難古荷蘭文只為一探究竟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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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就是，利用課堂時間讓學生

自己主動去學習，補足他不足的部分，然後

在課堂時間驗收成果，這個方式可能是我比

較喜歡的。」2015年才從美國布朗大學取得
經濟學博士學位的陳儀，目前任職於臺大經

濟系，2019年開始，她教授經濟系大二學生
都得必修的個體經濟學，雖然是英語授課，

但第一次在台灣教書的她，卻遇見從來沒想

像過的問題，卻也讓她從此踏上翻轉教學之

路。

第一堂課學生抱怨竟然比美國多

「你在美國教書沒有想過學生會跟老師

抱怨這些事情。」陳儀回憶 2019的第一個學
期，學生抱怨她的板書太小、聲音聽不清楚、

板擦擦不乾淨、圖形的直線不夠直等等，甚

至婉轉的說上課需要適應口音等等，讓早已

在美國布朗大學就有教學經驗的她飽受挫折。

陳儀回憶，自己在美國授課的時候，

雖然是環狀教室，但跟臺大一樣是高低階的

教室，上課人數也相仿，落在 70人左右。
即便自己是亞洲人，卻從來沒聽過美國學生

抱怨自己的口音，上課討論熱烈已是課堂常

態，這樣的反差讓陳儀對於在臺大授課第一

學期就收到的種種抱怨相當不解，她不禁懷

疑這是否起因於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差異。

「我之前這樣教書都沒有問題，為什

麼你們抱怨這麼多？」陳儀的第一直覺，自

然認為這些問題應該都是學生可以自行解決

的，比如說在偌大的長型教室學生可以選擇

坐在前半部，當然能夠解決板書太小或是聲

音不清楚等問題。

儘管如此，陳儀還是為此做了些努力，

除了軟性地跟學生溝通，尋求系上資源添購

麥克風設備、調整板書的字體大小，並盡可

能地提供學生各類上課的文字檔案，希望學

生方便閱讀及理解上課內容，然而狀況還是

沒有改善，正當陳儀困擾著該如何改善時，

隨即而來的 COVID-19疫情卻迫使她必須將
上課方式改成遠距教學。

翻轉教室備課時間多 3倍  類網紅秒懂
學生難處

由於在布朗大學已有部分課程執行過

翻轉教學，擔心網路收訊問題將成為學生遠

距上課的阻礙，陳儀立刻決定在寒假先行錄

製部分影片放上網供學生觀看，一旦轉成影

片，陳儀就可以解決上學期面臨到的許多教

學困難，像是板書、擴音設備等，學生也可

以邊上課邊閱讀講義，如果對英文授課內容

有問題，學生還能反覆播放，直到自己確認

那個單元的學習能夠完全吸收為止。

陳儀說，自己聽過太多老師上課錄完影

片才發現沒有打開麥克風收音的例子，讓她

更確定自己要把上課的時間分成小單元制，

一次錄製約 10分鐘的授課內容，不僅可以
回放確認影片，也方便學生逐一單元分段學

習，上課的時候更不會面臨授課內容早已結

束卻又不能放學生提早下課的窘境。

雖然聽起來錄製影片遠距教學有許多好

處，但遠距教學每次三小時的課程，期中考

以前的課程初次錄製還是花了陳儀每週至少

十個小時以上的時間，除了適應設備器材，

該如何讓影片的畫面同時把自己跟投影片放

進鏡頭裡也耗費不少時間，這樣搖身一變彷

彿油土伯（Youtuber）的行為，即便只是聽
見自己的聲音也讓陳儀渾身不自在。

「說起來有點好笑，錄影片之後我就

突然懂學生的抱怨是什麼了。」陳儀解釋，

像是上課時候表達不夠順暢的部分，可以在

課堂上一再重新詮釋，或是使用很多贅字掩

飾，然而換成影片之後自己重聽才發現「很

阿雜」，其實是相當不舒服的過程。

「原來學生上課是這個感受，我錯了。」

陳儀笑著說，「我之前這麼不好我還對學生

生氣」，或許因為自己是亞洲人，美國布朗

大學的學生才比較包容自己的教學模式。陳

儀坦言，換成翻轉教室的授課模式後，自己

對教材跟教學方式有更多的反省跟調整，或

許在教材的挑選上應該更精要。而原本的個

體經濟學必修課只有三分之一的經濟系學

生，過去也曾讓陳儀因為學生的程度不一而

備受困擾，現在換成單元制的影片教學後，

每個單元將標註學習的困難程度，讓學生上

課前先有心理準備，也能因應自身科系需求

挑選內容深入學習。

不過換成翻轉教學並非完全沒遇到困

難，陳儀說，她從來沒想過影片的畫素也會

成為學生的抱怨內容。「一定要 1080P！」
不熟悉電腦設備加上追求轉檔存檔快速，一

開始的影片畫素只有 360P竟然也讓學生抱
怨連連。影片的畫素真的影響學生學習這麼

大嗎？充滿疑惑的陳儀，這次選擇換個角度

思考，「不管怎麼樣，對他們而言學習效果

比較好當然是最好。」

主動式學習 TA小班制走出生活經濟學

自 2020年開始，陳儀轉換為翻轉教育
的方式至此就沒有再改變了，僅僅調整助教

陪伴學生上課的方式。雖然授課調整成遠距

教學及小班制，陳儀擔心學生只有在期中考

才開始唸書，於是她祭出新規定，要求學生

第一週必須到校上課，並在分組後第二週起

的每週兩小時轉由助教陪伴學生小考、遊戲

及分組討論。

原來授課的時間全部由影片取代，「聽

起來我就可以偷懶了。」陳儀說，現在的授

課方式調整後，學生可以選擇在原本的授課

時間一起到教室各自打開影片學習，她自己

則在原本的課程時間為學生留下該堂課特有

的 Office Hour，學生有什麼問題可以立即獲
得解答。雖然新的翻轉教學模式新增了每週

小考的挑戰，但陳儀認為，有一個共同的時

間大家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學習，反而督促學

生善用 Office Hour，完全改變了過去學生只
有在期中考前才會來問問題的現象。

「大學老師如果每一年都在做重複的事

情，對我們來說太浪費了，我們應該要把那

些重複的東西想辦法用科技的東西取代。」

陳儀分享，改用影片教學後，可以取代重複

性的習題講解跟授課時間，而每年學生都會

有疑問比較難以吸收的部分，更能系統化的

透過影片一次講解，老師自然可以省下時間

轉而創造其他更大的教學或研究價值成果。

不過換成翻轉教育後是否就一致獲得學

生的好評？陳儀笑著說，「目前收到的教學

回饋都是，這門課的 TA很棒，老師普通。」
即便省下了授課時間，陳儀其實花更多時間

跟助教們討論該如何進行遊戲和思考教案，

雖然又累又麻煩，這反而成為陳儀收穫最大

的部分。

陳儀分享，儘管大家都希望能把經濟學

落實到生活中，但是太多的抽象理論要想應

用卻沒那麼簡單，像是討論風險偏好，傳統

教科書中賭博、購買保險等例子對學生或是

助教都離生活經驗太遠，然而就在一次的討

論中，有助教提出「我選約會對象算不算一

個投資？」原來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必須得承

擔不同的風險，就這樣一個一個教案不斷在

每週的 TA Meeting出爐，而這是靠老師和助
教們每週不停的反覆檢討及共同努力才能達

成的。

翻轉教育實施至今，現任系主任王道

一近來也嘗試跟進，將自己的高等微積分課

程轉為影片教學。陳儀說，翻轉教育的目的

是讓學生從被動轉為主動式學習，未來可能

會考慮抽點學生上台講解習題內容，而學生

要完成這些勢必得先經過小組討論及自我演

練，將更接近她期待中的主動式學習模式。

即便自認在面對人群也會喘不過氣來

的陳儀，曾經面對大批學生的傳統教學模式

讓她備感壓力，但她認為自己還是喜歡在研

究上引導人思考，不會因此就放棄教學，未

來教學模式將會嘗試轉換到以學生為本體，

老師只是輔導式的提供資源，主動設計環節

讓學生參與，真正落實翻轉教育，改變自己

及學生雙向的學習模式，也不再讓自己疑惑

「我適合教書嗎？」

 文、圖／張莉君

陳儀變身類網紅解決教學困境

打造經濟學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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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專班

身為臺大經濟系 B77級校友，還沒畢
業就踏入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的趙惠仙，到
目前為止未曾換過工作，現任總經理的她，
即便已經完成臺大 EMBA課程，近兩年總
是想著要重回臺大經濟系充電，然而業務繁
重，讓她不得不先推薦兩至三位同事先到臺
大經濟研究所在職專班 (EMEA)試試水溫，
期待為公司的數位轉型之路，注入一股活
水。

「人的產業」數位轉型 臺大經研所成
首選

趙惠仙認為，EMBA訓練的是高階管理
人才，課程首重管理框架，然而一個公司所
需要的管理人才並不多，而自己畢業的經濟
系，向來擅長蒐集資料、分析並建立模型，
然後給予決策建議，正巧是錠嵂當下面對數
位轉型最需要的知識，因此她推薦公司內部
業務銷售及產品設計端的資深同事鼓起勇氣
到臺大經濟研究所在職專班 (EMEA)遞出申
請函。

「這五年十年臺大經濟系對數據資料的
處理在學術界還蠻負盛名的，也許它能夠解

決我的問題。」趙惠仙指出，保險業相較於
其他金融產業較為傳統也較為古典，正因為
過去的經營模式太過成功，而讓這個「人的
產業」難以被科技及網路取代，雖然面臨金
融科技浪潮仍能屹立不搖；但正因為如此，
趙惠仙更期待能順勢藉由經研所的淘金之
旅，幫助公司完成數位轉型，一旦未來能預
測人的購買及組織行為，就能幫助公司提高
銷售績效。

趙惠仙分享，自己從臺大經濟系畢業，
深知經濟系的強項就是建構從數據蒐集、建
立模型及量化統計分析等完整的研究分析方
法，企業也相當需要這些輔助工具來協助管
理者進行決策，包括：決定該推出哪些商品
類型、協助員工解決工作上面臨的難題等，
「不然又會變成存乎一心，都是靠看不到摸
不到的 manager或是我的經驗值判斷。」

趙惠仙坦言，就連自己從經濟系畢業，
都覺得要重回學校念 EMEA太過「硬核」，
一談到建模、量化及統計「很多人看到這個
就閃得遠遠的，現在覺得反而要擁抱他。」
剛好 EMEA取消了筆試的規定，為企業及
員工打開了大門，期待此次的 EMEA之旅
能順利採下同事的「腦礦」，變成簡單的模
型判讀數據及訊號，幫助所有人理解數據，
創造更好的績效。

重回校園搭橋 期待經濟系被看見

如同吳聰敏教授接受電視專訪談「台灣
經濟 400年」時提到的經濟成長三要素：政
府政策、人民需求及時間的演進；趙惠仙認
為，在保險業發展的需求上同樣需要這些要
素，希望結合經濟理論及實務的系統化行銷
系統，能讓保險商品的行銷更具現代化並兼

備社會意義。

就 EMEA提供的課程來看，面向之廣
涵蓋所得就業理論、經濟實證與預測、價格
分析、專題討論，還有學生必修的個體經濟
學、總體經濟學、數量統計方法、及金融投
資到創意產業經濟學，趙惠仙相信，帶著明
確使命的同事加入 EMEA，透過這些課程的
訓練，員工的充電及學習對公司將帶來正面
效益。

「我覺得所有的工作者到一定的階段，
當他想要突破、想要學習、想要補充的時
候，比起自學，比較快的方式是跟著會的人
學，所以回學校我覺得是非常好的選擇。」
趙惠仙想起自己當初就讀臺大 EMBA時，
花費不少自己的時間跟資源，未來只要員工
願意重新充電學習，無論是上課的時間或是
經費，公司都會給予實質的補助。

不過，從就讀 EMEA到順利畢業恐怕
也得花上兩三年時間，企業的經營決策是否
經得起這樣的時間及人力成本呢？趙惠仙
強調，回到學校念書不一定要學到通透，
而是在過程中找到資源及辨識資源，學校
是個寶藏，無論是教授或同學，只要遇上
「Talenter」，對於工作一定有幫助，未來
也有可能跟學校進行產學合作或專案合作，
「我們用資源來解決問題比較快。」不會只
有員工學習完才能解決問題的困境產生。

「如果學校可以的話，十位我都送進
去。」趙惠仙毫不猶豫地說，站在企業角度，
當然願意持續送員工到學校充電跟學習，員
工將成為學校及職場之間的橋樑；站在學校
教授的角度，他們需要研究題目及實證數
據，而職場就像是修羅場，可以快速提供教
授所需的實證數據，雙方因此建立良好的交
流模式。經濟系的教授向來相當認真，也冀
望學生學有所成且不虛此行，若能連結每一
期學員的「Community」，無形間就能擴大
學校及系所的影響力，「臺大經濟系值得更
高地被看見」是趙惠仙除了企業自我學習的
期許外，也是對母系發自內心的冀盼。

保險業邁向數位轉型

趙惠仙  送員工回母系充電

 文／張莉君  圖／錠嵂保險經紀人提供

 文、圖／張莉君

身為專案型教學講師，與一般教學及研
究並重的教授不同，李佳穗的研究室僅有兩
個書架點綴式的擺放幾本英文教學書籍，從
臺大共同教育中心再到經濟系任教，即便擁
有荷蘭萊登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回到台灣
後就踏入外文教學的領域，卻碰上 ChatGPT
面市，讓授課增添不少挑戰。

李佳穗說，自己的課堂有那麼多作業得
完成，碰上 ChatGPT在英文的文法、句型
及單字等都可提供學生寫作不少助力，發現
「選的人數有少一些」。但或許就是因此未
來有天申請學校不再需要文藻華麗的個人簡
歷等文件，而是轉向提高面試比重的入學方
式，學生更需要的將是 Critical Thinking的
關鍵能力。

英文寫作課 打開求學新視野

李佳穗於經濟系開設了兩門英文寫作課
程，其中一堂為深造預備英文寫作與口語表

達，開放全校大一至大四的學生修課，主要
是給未來預備出國留學的學生預先練習該準
備哪些文件，像是個人簡歷、讀書計畫以及
面試等等，也事前瞭解未來出國唸書可能會
應用到的學術規範。

雖然授課目的如此，李佳穗也強調，
「很多人到三、四年級忽然想申請（出國留
學），才發現自己沒有相關經歷，如果你
一二年級就來修，就可以知道大家都在準備
什麼。」課堂上學生可以透過演練，先面試
自己未來的學長姊，瞭解原來往特定領域發
展需要哪些經歷，未來真的需要申請學校的
時候才有方向好好預備自己。

學術英文寫作研究與溝通一樣重要

李佳穗為經濟系量身打造的另外一堂英
文寫作課為經濟學學術英文寫作，主要提供
給已經確認研究方向或是正在進行研究的學
生學習，所以對象較限縮在大三、大四的學

遇上ChatGPT面市

英文寫作批判思考比文法更重要

生，人數也限制在 20人以內，以方便深入
的指導及教學。

「這一堂課不是教他們怎麼做研究，主
要是讓他們學會 present自己的研究。」李
佳穗說，研究步驟該如何進行，每位學生都
有自己的指導教授。這堂課更重要的是，讓
學生可以學習如何與外界溝通，思考如何呈
現自己的研究成果，讓讀者對研究內容產生
興趣與連結才是她開設這堂課的首要目標。

也因此課堂上將有部分時間讓學生練習
寫作、口語發表，並讓同儕之間互相評比給
予回饋，最後再由自己提供學生修正意見，
透過二次呈現去確認每位學生都能學習到更
好的研究發表溝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