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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夢到台灣夢　張忠謀分享好的教育帶來之
改變

文／邱妤平、張芳瑋、陳如

枝

適逢中大百年暨企管系三十週年慶，中央大學特別邀請名譽博士、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董事長張忠謀
演講。陳文龍攝

適逢中大百年暨企管系三十週年慶，中央大學特別邀請名譽博士、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董事長張忠謀

演講。張忠謀以「市場經濟下的收入與財富分配」為題與年輕學子演講和對談。勉勵學子培養好奇

心，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美國夢」的當事者
 
張忠謀從留學時代的「美國夢」談起，19世紀末，歐洲人移民到美國就是懷抱著美國夢，希望成為

中產階級、衣食無虞。他以自身經歷分享，18歲時到美國一無所有，後來有幸成為中產階段，甚至

超過美國夢的實現，其實是得到很好的教育。

 
「當前美國夢還存在嗎？」張忠謀反問，「現在確實難很多」，他的觀察指出，問題癥結就在收入

與財富分配問題。

 
進一步的，他認為台灣也應該要有自己的「台灣夢」，而若要達成，首先要從教育著手，若窮人子

弟無法進入一流的學校，教育機會不平等，「台灣夢」就難以實現；其次是有錢的人要多繳稅。但

若是像最近法國的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 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所建議的十分嚴苛的所得稅

與財富稅則是不可行的方法，因為市場畢竟是自由的，包括資本、人才、甚至技術都可以自由流

動。

 
「好奇心」是驅使動力 

與學子提問對話之中，他認為，台灣的大學生有很多長處，比起國外更勤奮、用功，專業知識勝於

相似年紀，若要脫穎而出，要培養好奇心。「我們的年輕人，從學校畢業後，繼續學習的動力較欠

缺」，所以要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斷力。 



他覺得，父母賜予他最大的恩惠，就是培養了他的閱讀習慣，從閱讀開始，引發了好奇心。他也分

享，在有限的時間之下，看書評是非常好的辦法，他每週看十多篇《紐約時報》發表的書評，有時

甚至覺得書評寫得比書本更好。 

先有創意，才去創業
 
對於青年學子創業的建議？張忠謀說，台灣企業一定要升級轉型。現成的公司要轉型不易，要靠新

的公司才有機會，因此鼓勵大家多去創業。不過，沒有創意而創業，成功機率很低，要先有創意，

才去創業。

 
《今周刊》近日提出了「兩岸三地一千大企業排行榜」，其中台灣的大型企業只有65家上榜，引發

憂慮，但張忠謀倒是樂觀看待。他認為大型公司的家數，台灣比大陸少了很多，加上大陸人口是我

們的幾十倍大，中小企業是台灣的特色，中小企業所構成的經濟，是一種充滿活力的經濟，再加上

一些大型企業，也是很好的組合。 

此次張忠謀演講，從他一上台演講，不拘泥於講台，乃至對談時間，刻意將座椅往舞台邊移動，不

難發現他渴望與學子互動熱切的心。精彩的演講，最後讓全場抱以熱烈的掌聲。中央大學校長周景

揚、企管系主任洪秀婉分別上台表達感謝之意，感謝其帶來寶貴經驗傳承和知識分享。

張忠謀董事長與青年學子互動對談，右為對談主持人企管系沈建文副教授。黄沛然攝



演講會後，張忠謀董事長（左七）與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左六）、副校長李光華（左
五）、管理學院沈國基院長和企管系洪秀婉主任（左八）等師長合影留念。黄沛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