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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沒注意到，從「黃阿瑪的後宮生活」到「Studio A」，

那些圍繞在生活中的特色品牌，背後都有 SHOPLINE 為商品行銷

大力撐腰。SHOPLINE 是亞洲最普及的網路開店平台，他們積極挖

掘電子商務的可能性，成為品牌發展的強力後盾。

鋪著溫馨沉穩的全地毯，SHOPLINE 的辦公室有著新創公司質

感大方的格局。接待我們的，是負責人力招募的王蔚豪與行銷團隊的

紀幸汝，帶著親切的微笑，在木質會議桌擺上兩罐玻璃水壺。我們有

如受鄰家朋友招待般的進行今日的訪談，也體會到 SHOPLINE 充

滿人性溫度的公司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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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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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場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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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PLINE COO Fiona 劉煦怡 ( 左 )、  
    CEO Tony 黃浩昌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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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溝通」職場力再升級

SHOPLINE 的客戶規劃團隊 ( Customer Success )，是

店家成功的關鍵助手。商務合作經理陳品瑜與我們分享，「也許

你因為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很快上手或瞭解問題，但對方並不一

定」，在面對店家的各種疑難雜症時，需要具備足夠的耐心，並

輔以適當的溝通技巧，才能夠抽絲剝繭，了解店家真正的需求——

這也讓「正向溝通」成為 SHOPLINE 的核心理念之一。

除了與客戶的良性溝通，SHOPLINE 也需要與跨國夥伴

進行有效率的溝通、協作，在彼此交流的過程中，文化差異成

為一項課題。陳品瑜分享，台灣人在表達的時候相對靦腆、不

直接，當遇上習慣直接表達的人時，溝通的過程就會因此費時，

不過只要正向面對，並保持耐心、持續學習，就容易找出權衡

點。這類型的工作，除了要喜歡與人接觸，更要懂得聰明應對。

在 SHOPLINE 中，產品經理與開發團隊需要頻繁地交流，

資深產品經理許嘉蘭分享，從產品前期規劃的階段，就會邀請

工程師參與討論，並針對客戶的回饋，讓工程部門去想像產品

實際操作情況，進而開發出更人性化的使用體驗。技術總監李

子朗也指出，對於一個工程師來說，了解到使用者的需求很重

要，「不是像機器般吸收指令，要用活的方式去思考，怎麼樣

會做得比較好」。他表示團隊習慣在下午四五點來個午茶會議，

在輕鬆的氛圍下，讓工程師彼此提出工作上面臨的問題，並討

論出更好的解決方法。除了在專業領域上的投入，還要懂得與

團隊的各個部門溝通，例如透過前端與後端工程師之間的互相

搭配、交流，才能使產品更加完善。

▲陳品瑜 ( 中 )、王玉如 ( 右二 ) 與 Career 採訪團隊合照

電 商 行 銷 篇 ｜ 27



企業間不同的發展模式，會使得職場生態有

所差別，部分具規模的大型產業，產品開發前置

作業較長，投入成本高，以致於計劃較不易於短

期內更動；相較之下，在 SHOPLINE 這種以客

戶服務為導向，並處於快速開發階段的新創公司，

產品開發的模式屬於敏捷式開發，發展的模式較

彈性，也較有機會採納自發性提出的意見。因此

各部門及團隊的工程師們，都能更親近產品本身、

融入並認同公司文化，再從客戶的反饋中，找到

工作的價值與滿足感。

▎積極主動 X 快速試錯 X 正向面對

面試無數新鮮人的人資經理王玉如與我們分

享，個人的價值觀能否與公司文化相符非常重要。

SHOPLINE 相信專業技能可以被培養，但價值

觀與人格特質是否和公司文化契合，難以在短時

間內改變。因此，相較於能力，「態度」與「價

值觀」是 SHOPLINE 更加看重的。

「不要只做老闆交代的事」，王玉如觀察到

很多剛踏入職場的新鮮人，在工作態度上往往比較

害羞、不太敢勇於爭取機會。多加留意自己能做什

麼並積極學習，不要被工作職位的框架侷限，是新

鮮人都應該要有的態度。她也建議正在實習中的同

學不妨把自己當成一位正職員工，用積極主動的態

度迎接每天的挑戰，讓自己能從實習過程中學到更

多。

電商產業的步調快速，伴隨新的營運策略及

消費模式，公司往往需要進行即時、短時間的產

品開發，在快速試錯的工作模式下，強大的挫折

容忍力是必備的心理特質。「不要害怕犯錯」，

王玉如提到有些人過於追求細節完美，害怕犯錯

而持續延宕出產時間，造成專案很難有好的突破，

「其實沒有人會罵你」，只是團隊需要快速發展

出雛形後，才能進一步討論並調整方向，錯誤也

才能盡快被挑出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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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心態 迎接理想工作

在校學生如果對所學缺乏興趣，對未來感到徬徨

該怎麼辦？王玉如建議同學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因

為科系侷限了自己未來職業發展的無限可能。在一開

始還沒有明確方向前，給自己 3~5 年的時間，多方

體驗自己感興趣的職務，探索理想工作。不過她也提

醒，在跨入非自身專業領域的工作前，應充分認識該

職位的具體工作內容以及公司的文化，「做足功課，

而不是覺得公司應該給你機會」，面談時透過對公司

的認知展現對工作的興趣度，在人資眼裡才是適當的

求職態度。

▎接軌產業 你可以這樣做

產業的變化是快速、充滿變數的，然而學術中討

論的理論和個案有限，且往往無法即時更新。資深區

域行銷經理張敏芝提到，近年來，行銷領域的知識和

概念快速地進化，網路行銷尤其明顯，因此除了將學

習所獲的思考能力和邏輯應用於職場，為了跟上產業

的發展節奏，「保持學習力」，持續學習新知，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項課題。

張敏芝擁有國企專業背景，她表示學校所學的知

識與實際職場中的應用確實有落差，學術上的理論模

型亦無法百分之百套用在產業的實務中。她認為學習

理論最主要是訓練「思維」，在面對個案時知道該如

何思考及判斷；而實際個案的應對，則需要靠「經驗」

的累積。

若 要 在 學 生 時 期 累 積 經 驗， 有 哪 些 具 體 的 方 式

呢？張敏芝建議同學可以透過參與建教合作、企業培

訓計畫、企業實習等，提早學習在職場中該如何和他

人互動，使自己未來正式出社會時，擁有跨領域溝通

及合作的能力。除此之外，大學裡有許多豐富的社團

活動，大學生可以把握身邊的資源，趁學生時代時間

較自由時多多參與，從同儕互動、溝通、合作的經驗，

增加自身初遇新人、事、環境的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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