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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導師的話

文化與傳承，生生不息

從
這本紀念專刊中，將不難發現，雖然

各屆之間存在差異，但各屆的發展過

程及組織文化其實高度相似而且一脈相承。

從初見面時的惺惺相惜、學習過程中的相互

扶持、無私交流，到最終成為一輩子的知

己，甚至事業上的伙伴，毫無例外。在企家

班結緣後的數十年，每個人的人生與事業固

然有起伏，但無論是成功喜悅時的分享，或

面對低潮時的傾吐與慰藉，同學之間始終不

離不棄，每位校友也都知道，無論什麼時

候，企家班的同學，永遠都會和他站在一

起。學校或教師努力為歷屆學員們所做的很

多，然而就僅只這一項──為大家創造了那

麼多珍貴的緣分與友誼，就已經值得。

企家班從不曾請外國機構來「評等」，也

從未將任何外界機構的評等視為辦學績效的

指標。我們最重要的指標是：每年招收新生

時，歷屆校友所推荐申請人的水準與數量。

因為唯有當學員或校友真正認同企家班的價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企業家管理發展進修班」成立已屆三十年。

三十年來，「政大企家班」以小班制、精英主義的方式，

「精雕細琢」了近千位企業領導人或高階主管，不僅在台灣企業界打響了名號，

也為華人高階管理教育樹立了與眾不同的典範，被許多教育機構爭相學習參考。

●司徒達賢   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緣分  情誼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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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時，才會推荐他們的親友、同仁、部屬，

甚至長官來參加企家班。三十年來，愈來愈

多的申請者是來自校友的推荐，這一則代表

大家對企家班的肯定，一則也說明了為什麼

近十年來企家班從不需要進行媒體廣宣。

這幾年，企家班第二代來參加進修的人數

有逐漸上升的趨勢，這是校友們對學校最大

的鼓勵。當聽到已經進入接班梯隊的年輕人

（其實也都三、四十歲了）在自我介紹時

說：「我小時候常聽我爸爸開心的談到企家

班的種種，沒想到今天我終於也成為企家班

的一員」時，一方面感慨時光之飛逝，一方

面體會到學長們對學校深切的期許，一方面

也感受到企家班生生不息的傳承。 

高階領導人，與其他學生不同

企家班的教與學，與其他類型的班次大不

相同，這是因為學員們的人生閱歷與思維方

式的特色。

他們的年紀與資歷，顯示在工作中必然曾

經面對過形形色色的經營管理問題；他們的

成就，或在組織中所在的層級，反映出過去

擁有極多解決各種問題的成功經驗。在解決

問題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發展出自成一格的

經營管理「理論」或信念，並憑藉這些理論

與信念，一路追求成長與升遷。他們對自己

的產業十分熟悉，對各種知識領域，從業務

到財會、從總體經濟到領導溝通，多少都有

所涉獵，有些更是十分深入。一部分有上進

心的人，還勤於參加聆聽各種演講座談，也

不忘隨時翻閱財經書報以及各種管理新知的

介紹報導。近年來企家班的新進學員，更有

一小半已擁有國內外的MBA或EMBA學位。

簡言之，他們在進入企

家班之前，與其他學生是

完全不同的。如果以教導

一般學生或年輕學子的方

式上課，在他們身上很難

達到效果。尤其有些人在

工作中早已累積了大量以

自己經驗及思考所形成的

主觀見解，若希望他們立

即完全放下過去相當成功

的思維模式來接受全新的

架構，或用新的觀念與名

詞來取代原有的思維模

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針對需要，

選擇教學方法與內容

然而他們固然優秀，也

仍有不足，也因為自知有

所不足，才感覺有來上課

的必要。承上所述，他們

的不足，顯然不在於對學

理的缺乏接觸，況且即使

聽到了學理也未必用得上，因此若欲使企家

班學員體認學理的價值，就必須深入分析他

們在知能上真正的不足或需要，然後再針對

這些需要，選擇教學方法與內容。當然，這

些需要未必適用於所有人，也未必被他們自

己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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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業家或高階主管們從實務歷練中

所形成的「理論」，涵蓋面雖廣，卻不見得

能深入掌握其背後的道理，各項理論之間，

在應用時也存在著許多潛在的矛盾或不一

致。因此需要用學術的力量來整合他們心中

豐富多元的想法或自行發展的理論。

知常而不知變，尚有極大成長空間

其次，他們的理論多半建立在某些特定的

情境上，例如某些產業或某些特性的組織。

在該一產業或組織的現狀中，應用這些理論

毫無困難，但如果時空轉變，其適用性即可

能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說，豐富的經驗，往

往使成功的企業高階領導人知常而不知變，

一旦環境情況發生變化，應變上也會遭遇到

一些挑戰。

第三，他們對若干功能領域深入，但未必

對所有領域都熟悉。對各功能領域之間的呼

應與搭配方法，有些人可能尚有極大的成長

空間。

地位崇高，卻是知音難求

第四，我常指出「地位愈高，聽力愈

差」，初入學的企家班學員，這一點十分明

顯。因為他們在組織內的溝通對象通常是職

位較低者，發言內容的價值與新鮮感都不

高，造成主管們愈來愈不需要「用心聽」與

「努力解讀」。在口語表達方面，地位崇高

的主管，即使語焉不詳或詞未達意，部屬也

不敢要求澄清，因此他們在口語溝通的細緻

程度上，往往也不甚講究。

第五，企業領導者社會地位崇隆，交遊遍

天下，但卻不容易找到可以深入討論經營心

得與管理問題的朋友。這樣的朋友，一要程

度相當，能聽得懂高階的問題，而且能進行

有意義的對話；二要有耐心與時間聆聽與他

自己並無切身關係的議題；三要能做到保

密，因此公司同仁、客戶、供應商等平日頻

繁接觸的人都不得不排除在外。所謂「知音

難求」、「高處不勝寒」，當事業與地位發

展到一定高度，自然就能體會其中的道理。 

總導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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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上的五點心得分享

運用大量的個案研討來進行高階管理者的

教學，全球一流大學實施已久，絕非政大企

家班的創見，近年來個案教學在國內也日益

普遍。然而若能掌握高階主管們上述的特

性，在教學上應更易於滿足他們的需要。針

對此一議題，我有幾項想法與心得，藉此機

會就正於有道。

一、不能用「教」，只能用「啟發」

第一項心得是：由於多數高階主管都已經

發展出自已的一套想法，加上擁有大量實務

經驗，因此對他們不能用「教」，只能用啟

發。易言之，應該協助他們整理自己原有的

想法，並讓他們自己發覺本身思想體系的不

足。當高階主管發現自己的不足以後，自然

會設法修正補充。

二、「專心聆聽」進而「精確表達」

第二，在上課過程中，對「專心聆聽」與

「精確表達」必須從基本開始嚴格要求。很

多企家班校友都應記得初來時，「有聽沒有

到」以及「講完沒人懂」的窘境，甚至成為

被當眾「精雕細琢」的對象。當大家逐漸能

做到「聽清楚」與「講明白」，甚至有能力

當場整理出別人發言重點以後，彼此間的溝

通才會順暢。能夠專注聆聽，才能體認到別

人與自己的想法以及邏輯推理過程究竟存在

哪些差異？別人高明在哪裡？自己有哪些獨

到的見解？哪些論述無法自圓其說？進而才

能互相欣賞、互相激盪、互相學習。而口語

表達的精確度提高，極有助於思想內容的更

系統化，這些都是基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當

這些基本能力大幅改善後，終身都能受益。

三、「用鑽石研磨

      鑽石」，互相切磋、

      琢磨、砥礪

第三，當學員們「聽」、

「講」以及溝通能力提升

以後，就可以藉著個案討

論，引發大家的多元思

考，然後在熱烈的辯證

中，讓每一位學員可以在

討論中反省自己的觀點，

進而整合、修正自己心中

的理論。

教師的角色是以學術理

論為基礎，引導學員發言

的方向，協助辯證過程的

進行，並適時為大家示範

聆聽、摘要、整合的動

作。有人說，這就像「用

鑽石研磨鑽石」的方法─

─教師學問再大，只憑藉

自己一人的力量同時研

磨那麼多鑽石，肯定力有未逮，而且事倍功

半，不如將一堆鑽石放在籃中用力搖動，讓

鑽石與鑽石之間互相切磋、互相琢磨、互相

砥礪，久而久之，自然顯現出晶瑩剔透的耀

眼本色。企家班每一位校友都能深刻體認從

同學中所學習到的智慧與洞見，但有一部分

人也注意到了那「推動搖籃的手」所發揮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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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紮」出自己

      信服的觀念與道理

第四，成功的企業高

階人士，習於從實務現

象或解決問題的經驗中

歸納出自己的「理論」

與思想模式，卻不習慣

將一套現成的理論或過

於簡化的原則套用在手

邊複雜的情境之中。因

此，用教導或灌輸的方

式 傳 達 既 有 的 學 理 ，

遠不如引導他們從一些

實際的問題或決策情境

中，體會、推導、歸納

出自己的道理—雖然這

些道理其實也未必超出

學理的範圍。

換言之，雖然學術界研究成果十分豐碩，

各種理論學說汗牛充棟，但在教學上還是應

該參考質性研究甚至「紮根」的方法，協助

學員們「紮」出自己所信服的觀念與道理。

而且我深信，對他們而言，這些推導、歸納

或「紮根」的思維過程，其價值遠勝於傳授

與講解現存的學術「道理」或「理論」。

五、塑造高度互信、互重、互珍的班級文化

第五，以上所談的教與學的方法，必須建

立在同學之間高度互信、互相尊重、互相珍

惜的前提上，而這些，又必須築基於同學之

間毫無保留的知性交流之中。因為唯有高品

質的知性交流，才能使企家班同學出自內心

的感受到「我們這一班」與一般社團或朋友

在根本上的不同，甚至在生命中不可取代的

地位。

高度互信、互相尊重、互相珍惜的氛圍，

需要教師與同學共同創造、共同維持，其中

的細緻過程不易言傳。但最基本的要求是：

班級人數不能太多，否則無法進行深度討

論；一起修課的成員組成，必須維持穩定，

情誼才能增長；教師本身在聽力與整合力上

要有一定水準，而且對各種不同的想法，必

須抱持開放與尊重的態度。

這樣塑造出來的班級文化，是許多招收大

量學員的教育機構，在教學品質與效果上難

以超越政大企家班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家班與我：

使人生更繽紛、個性更圓融通達

三十年前開始教第一屆時，從來沒有想

過，我爾後的人生竟和企家班形成了如此緊

密的連結，與企家班的數百位校友結下了如

此深厚的緣份。二十多年來，與企家班學員

或校友一起的活動，佔了我生活中極大的比

例。我所知道的企業實務常識，大部分來自

企家班；我所指導的博碩士學生，在寫論文

時若需要訪問企業界人士，也都得到企家班

校友的全力支持；從年復一年和他們深入互

動的個案研討中，我漸漸體會到台灣企業界

總導師的話



��

的思維模式，也學到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近十幾年來每週的「體育課」，也都是和企

家班校友或學員在一起。

在天生個性上，我本來就不太主動與他人

打交道，承歷屆企家班校友邀請我參與他們

的各種活動，使我的生活從黑白變為彩色。

我相信，如果當年劉水深所長沒有創立企家

班，我現在的生活不可能如此多姿多采，個

性也肯定比現在更不圓融通達。

感恩與祝福：

師生共努力，企家班永續長存

企家班能有今日，劉水深所長當年克服萬

難，創立此一華人地區第一個高階經營管理

進修班，功不可沒。而歷年來參與授課的教

師們，也是學員們知能成長最重要的因素，

他們的愛心與投入，都是大家終身感懷的。

而歷屆校友對企家班的愛護與加持，包括經

常推荐優秀的人才成為新的學員，也讓企家

班的傳承，綿延不絕。

在此謹以總導師的身份，向所有曾為企家

班投入的人士致上感謝，並祝福政大企家班

未來可以永續長存，一直為企業界提供最好

的進修機會與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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