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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群教授，現任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

長及服務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同時也是清華大

學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及財務規劃室副主

任。過去曾擔任科管院國際事務辦公室主任及財

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主任、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系

主任等，多元的職務經驗，讓他在財務金融領域

未來的職涯發展可以看得更廣更遠。

▎與財務金融特別的緣分
   因緣際會找到興趣所在

其實林教授在大學時期，並非就讀於財務金

融系，而是財稅系，因為在 1990 年前的那時代

財務金融系還不是很熱門，學校有開設財務金融

系的也並不多。直到大四，才修了第一門與財務

金融相關的課程─財務管理，激起了對於財務金

融的興趣，因此與財務金融的緣分種下了一顆小

小的種子。林教授在大學時期就有想成為大學教

授的想法，雖然那時候並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但

可以知道的是，當下的目標是繼續往上讀書，在

下定決心要到國外求學後，盡了很多努力在充實

個人英文能力，隨後順利申請上美國的學校，完

成碩士和博士學位。

真正深入了解財務金融是在出國以後，林教

授在這部分也告訴了我們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美

國的財務金融系，早期是不動產、保險、財務綁

在一起，而申請的系所是結合不動產和財務，當

時原是申請財務組，後來拿到的入學許可卻是不

動產組，雖然有點小驚訝但還是讀下去，也在念

了之後發覺相比原先念的財稅更有趣，其中不動

產與證券的結合，讓林教授找到興趣所在，更在

財務博士時做房貸相關的論文。林教授微笑的說：

「人生有時候很特別，有句話說，人生劇本它已

經寫好，只是還沒掀開不知道該怎麼走，那就是

因緣際會走上了這條路，我覺得沒有後悔。人生

的際遇有時候很難講，進入這個領域也是偶然，

所以學生有想法也是好的，但有時候也是需要一

點點勇氣，有興趣的領域就可以去鑽研。」

▎在教育上投注心力，將實務融入課程

林教授從 2008 年就接觸 EMBA，主要教授

課程為「財務管理」，而面對已經進入業界的學

員，林教授認為他們所需要的財務管理，跟一般

大學生在學的財務管理不太一樣。因為大學生需

要 比 較 扎 實 的 學 術 內 容， 但 對 EMBA 的 學 生 而

言，他們更需要的是課程內容可以與實務有連結，

因此還要加入業界的元素，考量到學生真正的需

求，林教授在財務管理的課程上讓學術與實務做

結合，敘述上讓學生可以容易聽得懂，使他們能

順利運用這些知識在他的工作上或投資上。之後

2017 年 出 了 一 本 教 人 如 何 輕 鬆 上 手 財 務 管 理 的

書，就是整理出在 EMBA 課程所講述過的精華內

容。除此之外，2014 年還有開設線上磨課師「財

務管理」課程，讓更多社會人士更容易接觸這個

領域，內容的實用性，更是在短短幾天吸引兩岸

十幾萬人觀看。林教授也建議大學生除了學好財

務管理的原理外，早點了解實務的案例，也可能

帶給自己不同的思考。在教育上各方面的貢獻，

林教授認為 :「教育是良心事業 , 既然選擇這個職

業，在教學上就要把所知傳遞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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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所學專業：清華永續基金規劃人

學校的永續基金是學校專門把一筆基金拿去

投資，投資的收益將會幫助學校營運，美國的大

學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很久，尤其是哈佛大學，每

年 拿 出 約 30 到 40 億 美 金 來 幫 助 學 校 的 財 務 需

求，是使他們的辦學沒有後顧之憂的原因之一。

在正式啟動清華永續基金前，林教授作為規劃人，

面對的第一個困難便是如何讓其他人信任這個投

資？因為很多人對這個不太熟悉，所以很多老師、

顧問、外界校友，會認為學校拿錢去投資萬一賠

了怎麼辦？所以這方面最需要的就是「溝通」，

林教授簡單用沉穩有說服力的話語告訴我們：「其

實要理解學校的這筆錢沒有贖回的壓力，所以假

如帳面上不好看，我要做的就是把投資上的資產

配置做好，沒有處分就不會賠錢的問題。」第二

個困難是第一筆錢的來源，幸好最後從學校、海

內 外 校 友 順 利 的 募 集 到 大 約 1 億 5000 萬 元，

2014 年正式投資，當時校長也把這件事列入為校

史。之後在投資上遵循保守穩健的做法，因此在

投資上的成果也還不錯，每年獲利 5.5~9.5% 之

間，逐漸吸引學校更多處室、系所單位等一起加

入 這 個 基 金， 目 前 規 模 8.3 億 多， 累 積 獲 利 約 1

億 5000 多萬。

在財務投資上擁有豐富經驗的林教授，也建

議有意願想投資的學生應具備的能力與態度該有

哪些：首先是對於風險認知要有，知道自己風險

的承受能力在哪個程度，有些人生性保守，有些

人生具挑戰性，在投資上所展現的佈局就不同。

再來是基本知識的健全，不能瞎子摸象，像財務資

訊（例如財務報表）要能夠解讀，對投資標的物也

要了解。而資產配置也會隨年紀有所不同，像是年

輕時風險性的標的可以居多，所以了解資產配置的

內涵很重要。

▎語言養成非一朝一夕
   良好的英語能力擁有更多機會

「不管你要不要出國讀書，加強英文絕對是

必要的。」林教授提到現在社會和企業都越來越

國際化，如果英文能力比別人更具優勢，個人將

來升遷、再轉換跑道的機會，一定會比別人更多，

此外，良好的英語能力也能更容易吸收國外最新

的財務知識。而大學生英語聽力、閱讀的能力普

遍不錯，卻容易忽略寫作能力，因此，林教授鼓

勵學生要盡早培養寫作能力，要了解語言的養成

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漫長培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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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財務金融領域

「未來的財金領域絕對不是現有的財金系學

生所專有的，它一定是更多元化的。」林教授舉

例，新型態的金控公司，它所需要的不完全是傳

統的財務金融，還需要跟科技、設計相關，甚至

與人文做結合，例如運用人文的專長，可以幫助

公司了解顧客的心理。現在熱門的是數據分析、

金融科技，所以要多去了解 AI、區塊鏈等財金相

關的一些知識。而有良好的程式能力也顯得重要，

財金背景的學生過去大部分是社會組，接觸程式

機會不多，將來數理能力、程式能力都要加強，

才有辦法應用在日新月異的財務領域上，面對這

一點，林教授也提到未來想把程式設計列為科技

管理學院的共同必修。

林教授認為只要對財務有興趣，任何領域的

學生都可以來接觸，校內的區塊鏈學程、金融科

技學程都可以試看看。而財金本系的學生，也可

以再跨領域修習倫理、心理、企業與社會責任相

關的課程，了解自己在財金這塊領域有沒有什麼

社會責任，取之有道，不能反而造成社會負面的

影響，使社會經濟環境更差。最後就是不要讓自

己受限，用比較寬大的胸襟去嘗試，盡量鼓勵自

己去接觸不同的領域，接觸到喜歡的，就有可能

改變未來一生的走向。

▎給大學生的期許：
   有夢最美，築夢踏實

「年輕時要有夢想，有一個夢想就去追尋它，

有時也不要想太多，逐夢的過程義無反顧就會很

踏實。」林教授說，除了專業知識、語言能力的

準備，交換學生、暑假實習也都是可以努力爭取

的機會，林教授也鼓勵同學在大學時多參加活動，

培養人際關係，這些都會成為未來職涯的養分，

而在所有嘗試中，最重要的還是每件事都要認真、

要負責！

▲採訪合影於科管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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