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工人物誌－鍾素華 
 

【鍾素華小檔案】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學士(1987)  

 經歷： 遠東紡織、誠洲業務經理 

 現職：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記得做事的方法！」 生活中納入工工觀念 

以前的制度是先填志願才考試，但鍾素華學姐如同一般

考生，去除掉了自己最不喜歡的科系後，由分數高低依次排

列了志願，而命運就這樣將她帶進了清華工工。北一女畢業的她，經過三年女校生活的

洗禮後，又再次接觸到了有異性一同上課的環境，學姐笑道：「原本覺得女生很吵，以

為男生會好一點，結果也沒有！當時我應該算是個邊緣人吧！」由於不喜歡太吵鬧的環

境，也不喜愛與人互動，她加入了文藝性質的觀瀾社，在成功湖畔聽著古典音樂或是欣

賞電影，「因為聽音樂不用講話！」而聊到當時大學認為最有印象的課程時，學姊靦腆

一笑的回道：「其實沒什麼有印象的課耶，因為當時比較喜歡讀自己的書。」但她接著

說：「事後回顧，上課時期的專業科目容易被忘記，但做事的方法是會記得的、也會學

到怎麼解決問題。」像是做家事的時候，學姊就會利用工工系的平行處理概念，去思考

什麼事情可以同時做以節省時間，達到更高的效率。 

 

「工工很適合做大職位！」 跨領域的優勢 

畢業後，鍾學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遠東紡織擔任線上主管，而為了管理這群女工，

學姊花了不少時間在和她們「搏感情」。當時和學姊是系上班對、現在已和學姊結婚的

學長在一旁笑道：「那時候她還會跟她們一起罵三字經呢！」再來她轉到誠洲當業務經

理，學姊回憶道：「工工讀的很廣泛，什麼都有涉獵，像是會計、工數，讀的當下都覺

得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好像跟社會沒有連結。」但也因為工工讀的很廣泛，她認為：「什

麼語言都不會很陌生，雖然可能忘記了，但要回去學是很容易的。」而在公司中的事務

都是跨領域的，擁有工工系的背景就會是一大優勢，但像是電子、機械要跨到其他領域

相較起來就不容易。學姊又再次笑著說：「工工很好，很適合在大公司作大職位呀！」



 

「只有第一個會被記得！」 溝通與學習的重要 

「小時候，我總想要做不一樣的自己，在不同階段都想做不同的角色；但我為什

麼永遠都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想著別的事情，而不把當下的事情專注做好？」談起了轉

職心態中的轉捩點，學姊的答案是：「我決定要把每件事情都弄清楚、都搞懂，每天

都讓自己多學一點。」她舉例，若是品管出了問題，那就把品管再讀一次，慢慢學並

且學好；要放慢自己的步調，從生活周遭的人身上一點一滴的學習。而她也體會到溝

通是重要的技能，打破文靜的個性，開始訓練自己說話；在團體裏面，永遠當第一個

舉手發問的人，「因為這樣可以強迫自己思考，附帶的好處是大家總會記得第一個舉

手的！」學姊輕笑的勉勵我們：「要掌握每一個當下，持續的思考哪裡需要改善。如

果沒把周遭的人的精髓都學起來，就不離開這間公司。」 

 

「班對步入禮堂！」 愛情、課業、社團勝利組的建言 

延續著學姊前述的就業建言，在大

學三大必修學分：愛情、課業、社團都

得意的學長姊們，被問起能否分別於三

方面給些建議時，張瑞棋學長首先說

道：「不要放太多時間在課業，知識都

會忘記、以後工作也可能與學業無關。

大學期間是人生的黃金期，這四年佔不

到人生的十分之一，回想起來卻好像佔了三分之一。社團、朋友都很重要，當然愛情能

找到的話更好。」而學姊也分享了兩人在愛情中的維持方法：「因為在大學時期是沒有

利益關係的，很單純，一直都很像同學。遇到人生困難時，在夫妻的關係中，如果比較

像是以朋友的角度來交談，就能互相聆聽、互相了解，進而在溝通中找到解決方法，就

能很穩定的走過各種困境。」由班對步入禮堂的他們，相視而笑，頓時羨煞了眾人。 

 

「不要總想站在spotlight！」 團隊合作的哲學 

隨後，被問及多數大學生困惑的一個問題：要不要念研究所？學姊則以公司高層的

角度回答：「只是贏在起跑點，薪水比較多，其實沒什麼差！」而她也由她的觀察經驗

提出看法：「學歷高的孩子，自尊心比較高，有時候比較才高氣傲，不喜歡和水平低的

人說話。」但團隊中都需要合作，「你會和百分之八十不如你的人合作！」她認為，有

時候求學過程較為不順的大學生，由於受挫力較強，對言語上的暴力比較沒感覺，所以

反而比較容易將身段放低，去與水平不好的人打好關係。學姊勸勉大家：「去觀察每個

人的優缺點、去應用每個人的優點，才可以讓每個人都做到事、讓每個人都有對團隊貢

獻的成就感。」在學校也許可以單獨完成一份報告，高學歷的人很多也都習慣自己扛起



 

整個團隊，遇到有人不做事都選擇自己默默的做；但業界很多事情不可能只由一個人完

成，「越多人幫忙當然是越好的阿。」她笑著說道：「成績好的我們總習慣要站在

spotlight，但其實最好的事是大家站在前面，而你站在後面支持整個團隊！」最後，

學姊輕鬆分享了她的人生哲學：

「哭也一天，笑也一天，碰到挫

折你可以選擇抱怨或是選擇正面

迎對。而這是你自己的人生，不

要讓其他人的噪音影響你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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