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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工作！沒經過現實洗禮 選擇碩士可能
只是畫地自限

「您認為應該先讀碩士還是先工作呢？」

黃飛文表示，他的看法是先工作再念碩士，

好處在於先工作之後，你會更加了解自己需要什

麼，因為通常學生在大學四年對工作會存有一些

幻想、誤解，假設選擇直接就讀碩士再進入職場，

若想轉換跑道又會花費一定的精力與時間，屆時

機會可能就不再是自己的了。

「您認為考證照以及就讀碩士的必要性？出

國讀還是留台灣讀？」

黃飛文認為，大學學的東西有用但是不夠，

缺乏實務的經驗，因此可以額外根據自己的需求

考取證照。而出國留學的好處：第一是外文能力

的提升；第二則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體驗不

同的環境，讓自己不要活在象牙塔裡面。至於推

薦去國外進修的原因，綜合上述的兩個優點，他

認為國外的教育方式具有啟發性質，可能會對個

人帶來更大的成長。

對大學三大必修的看法 —

「課業為主、社團隨性、愛情隨緣」

回憶起當年的求學經歷，對於大學科系的選

擇，黃飛文表示將大方向確定好就好了，不必一

開始就將自己的路途侷限得那麼清楚，一方面認

為 那 時 侯 的 自 己 尚 未 能 篤 定 未 來 工 作 的 喜 好 與

否，另一方面則是認為，當科系是自己喜歡的方

向，便不用自我設限，因為很多都是要到真正工

作後才能確定自己的喜好。

面對大學生的三大學分，黃飛文的看法是「課

業為主、社團隨性、愛情隨緣」。課業的部分，

他在大學期間著重培養的是本科的學業並在課餘

透過不同渠道精進英文能力。他提到：若要從事

投資工作的話，良好的外語能力是必要的，因為

如此才能獲得最新、完善的金融資訊。而面對社

團，他則表示隨性就好，如果在大學時期沒參加

到社團的話，不用覺得自己缺失了一塊，變得不

完整。因為從高階管理階層的角度表示，參加社

團並不代表就擁有某項能力，在面試的時候對於

專業知識的回答流暢度才是真正的實力展現。愛

情的部分則是隨緣，因為感情這種事情強求不來，

而且出社會後所考慮到的層面就會比校園內複雜

很多，而人生觀及對感情的看法也會隨著年齡增

長有所改變。

▲

黃飛文與 Career 志工團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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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面面觀—區分找工作與做工作，專業不是
你的唯一

談及職涯發展，黃飛文認為專業絕對不是唯一的成功

要件。他提到職涯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找工作，另

一個則是做工作。找工作需要的東西跟以後找到工作後能

否勝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找工作重要的是學歷以及機

運，也與競爭對手息息相關，除此之外，面試過程與主試

人員契不契合也是重要的一環。他額外補充道，平時便需

涉獵資本市場的變動，因為金融業喜歡的是了解大環境變

動與趨勢的人才，而這份能力需要靠自己平時的培養及累

積，如透過專業課程、參與金融相關的社團或是看天下雜

誌、華爾街日報等，多注意國際金融以及情勢的變化，因

為金融業需要的人，必須要很瞭解金融環境的變化。至於

做工作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情商。而從大學生活中跟班上

同學互動、分組討論以及辦活動的時候，便是培養情商的

時刻。真正到了職場，專業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其實是

情商。

職
涯
發
展

▲

黃飛文與 Career 志工團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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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領域需要具備的能力？—厚植專業
實力，擁抱不確定性！

談及從事投資領域相關工作所需具備的能力

時，首先黃飛文提到：「除了專業能力、你更應

該要不排斥不確定性。」很多人做一件事情時，

是喜歡且習慣有標準答案或是標準化流程，然而，

投資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所以即使蒐集很多資料，

做出自認無懈可擊的分析時，也不代表最終結果

會完全符合預期再者，投資這件事運氣占比很高，

所以就很容易出錯，因此，也必須要能夠承擔績

效不好的壓力。此外，投資的工作是一個長期持

續的過程，因此比較不會有完成一件事的感覺。

比如說，完成一項投資方案，明天股票還是開盤，

資本市場一樣在不斷變動，要能適應這種工作模

式。最後，要有篩選資訊的能力，因為這是一個

會有不斷大量資訊產生的行業，所以解讀資訊、

過濾資訊、做八二法則等等分析資料的處理能力

亦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給清大學生的建議

珍惜每一天，把時間「浪費」在學習上面。黃飛文認為在大學時期要把握好時間，把時間花在學習

上，無論是去學習語言、考證照或是程式語言等，除了可以成為多元化的人才，在未來職場上也能擁有

不可取代性。因為在開始工作後，在工作上將耗費許多心力及體力，即便下班之後想去額外上課學習，

也只會有心無力。

其次，多和長輩、有經驗的人請教事情。現代的人很容易待在自己的舒適圈內，因此吸收資訊的管

道也較狹隘，以大學生為例，最容易取得資訊的管道通常是自己的同溫層，或是畢業不久的學長姐，然

而他們的工作經驗並不多，時間也不長，因此能給的訊息就相對有限，也可能不太客觀。因此黃飛文鼓

勵大學生向老師、業界人士和前輩請益，他們的工作經驗較豐富，能給予的資訊較完整、客觀。

最後，黃飛文想要告訴清大學生的是：「放輕鬆，不用太擔心未來。」人生就好比在金融投資業，

同樣擁有很多不確定性，因此不需要太擔心自己一定要如何發展，他認為最好的策略便是「且戰且走」，

只要做好該做的事，包括在學校時把課業顧好、培養良好的語言能力，在職場時發揮好自己的能力、擁

有高 EQ，做到以上幾點之後，挑選自己喜歡且適合的工作去做，當機運到來時，自然能闖出屬於自己

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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