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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舒適圈 找尋自我
優勢的交集

畢業於中央大學外文系，跟隨丈夫去美國進修的同時進修心理諮商碩士，曾在日本生活與工作

兩年，因此具備良好英、日文能力。回台灣後，在銀行業工作 10 年，後轉往證券業服務 21 年，

曾任職於花旗銀行，目前為永豐證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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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管理者的大小事 在工作上面臨的
挑戰

蒙琇惠認為要成為一位好的高階主管除了

要有基本的工作及業務能力，同理心更是不可

或缺的特質，在下屬遇到困難時能夠站在他們

的角度並給予實際幫助。她將自己比喻成軍隊

中的排長，在跑五千公尺時，遇到底下的隊員

跑不動時，不能放任不管，而是要抓著他的手

一起向前衝，並在後面給予鼓勵及推他一把。

每每遇到下屬達不到目標時，她會選擇與對方

並肩作戰。如此一來，團隊運作才會更加順利，

而管理職才能做得比較輕鬆。

跨領域的學習與工作經驗

「 或 許 我 血 緣 裡 面 就 保 有 對 人 感 興 趣 的 元

素」蒙琇惠說道。雖然大學時期在中央大學外文

系接受文學的薰陶後，接著去美國進修時選擇了

心理諮商（counseling），但是她在未來職場生

涯皆在金融機構裡。在這看似與外文系以及心理

諮商看似與工作絲毫沾不上邊的領域，卻運用所

學在漫漫的職涯路途中給予莫大的助力。

蒙琇惠認為她在金融業工作上有兩個優勢，

一是外文佳，在外商裡面工作時效率較高並且如

魚得水；而第二個是有心理諮商背景，所以在面

對客戶並不會感到畏懼，反而是抱持熱忱以及好

奇 心 去 深 入 了 解 客 戶， 而 金 融 業 最 重 要 的 KYC

（know your customer），是當了解的客戶屬

性越多，越容易為客戶量身訂做出個人化的投資

組合。

她強調要將工作做好，首先必須要了解自己

的長處在哪裡，工作訓練僅僅是一個過程。了解

自己的強項並掌握公司重點的要求，將其融入到

▲蒙琇惠生活照。

工作中，如此一來便能將其發展成屬於自己的個

人優勢，那些看似毫不相關的訓練背景都將會變

得重要。她認為從外文、心理諮商再到金融業工

作數十年，轉換跑道的契機僅僅是因為機緣，而

了解自己強項並努力尋找與工作環境的交集點更

為重要。

在金融業轉換跑道的契機

『在銀行工作了十年，怎麼會想要到證券業

工作？』蒙琇惠說銀行的業務範圍很廣，包括信

用卡、信貸、房貸、開戶等，每樣都要做。而證

券業和銀行最大的不同便是證券專注的是投資，

蒙琇惠當時想要幫她的客戶做更精進的『投資』，

首要條件是投資要更加深入，其次是投資商品要

多，而證券業便是最佳選擇。此外，相較於銀行

業服務的是公司給予的客戶，證券業注重的是自

己帶來的客戶，因為在銀行工作多年，蒙琇惠已

經累積許多信任她的客戶，因此在這個時機點，

被問起要不要到證券業工作時，她毅然決然地選

擇進入證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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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業所需要的特質

蒙琇惠認為金融業最注重誠信（integrity），其次則是學習能力。證券業商品推陳

出新，因此要不斷地學習新知、了解新商品，才能在面對客戶時，展現出最完美的一面。

不同於銀行分配客戶的制度，在證券業找客戶的能力很重要。另外，態度更是不可馬虎，

其中包括工作態度、學習態度、最重要是不可欺騙客戶。最後是將事情化繁為簡的能力，

也就是邏輯能力，因為每個人的專注力是有限的，因此無論是向主管匯報或是向客戶介

紹商品時，都要簡單明瞭，這樣主管才能明白需求，而服務及商品也能受到客戶青睞。

▲ 蒙琇惠受邀到東門教會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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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清大學生的三個建議

●多元化的學習

在科系多元的清大校園裡面，蒙琇惠鼓勵同

學參加不同的社團及活動，嘗試遇到不同的人，

步 入 社 會 前 基 本 的 社 交 能 力 就 是 從 中 培 養 起 來

的。她大學時參與合唱團，在合唱團中會認識其

他系的同學，與他們一起合唱要先建立一個非常

和諧的概念並彼此協調，才能唱出共同的聲音，

而從中訓練出她的團體合作能力。此外，她在大

學時期也嘗試不同家教工作，她說：去做家教，

才知道賺錢困難，我覺得對學生來講算是一種訓

練，當時她教的是英文，學生年齡層很廣，從學

生到社會人士都有，在學生時期就教一個年紀較

長的社會人士是一大挑戰，可從中學習在未來職

場上遇到年紀較大但要傳授知識給他時所抱持的

態度。

●終身學習，不斷突破、挑戰自我

蒙琇惠在丈夫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後隨其前往

日本，突然地離開了熟悉的環境她獨自慢慢摸索，

從一句日文都不會到逐漸聽懂、會講日文。她回

憶道：「當你懂了一個地區的語言，就會感到興

奮。凡是聽懂當地人的語言，就會對那個環境產

生興趣。」在學會日文後，坐電車不會坐過站，

也會去朋友家作客，與朋友相約喝酒，開始享受

在日本的生活。而在日本的生活與工作經驗對她

未來的影響甚鉅，讓她了解日本人、日本文化，而

道地的日文也信手拈來，使她在面對日本客戶時能

得心應手。回顧那時，她二十八歲，體認到要跨出

舒適圈並終身學習，不斷成長，如果不願意持續地

學習、突破自己，那就永遠只會想待在自己熟悉且

舒適的環境，侷限了自我未來的發展性。

●栽培學業外的另一個興趣

一個人進入職場生活後，總是需要一個興趣，

而這個興趣不但能成為生活中的調劑，在未來本

業遇到瓶頸時，這項興趣說不定就會成為你的主

業。未來的不確定性難以預測，身在跨領域的時

代，最好具備斜槓的能力，而長期栽培學業外的

興趣便是很好的著力點。

最後，蒙琇惠補充道：要給自己一個預做理

財規劃，即早培養理財觀念，才能累積財富，而

不是想著，未來到銀行業工作，到時候再學就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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