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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臺灣松下電器公司董事長的洪敏弘先生，1964年自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畢業，赴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深造，以4年半時間完成碩博士

學位，1969年畢業後，回母校擔任客座副教授一年。1971年辭去教職，展開創業，

以本科所學陸續創立華泰電子、建弘電子，1980年轉戰金融服務業，從建弘租賃起

家，逐步打造臺灣第一家證券金融集團，2000年獲頒「金彝獎」，對他在證券期貨

市場的特殊貢獻給予肯定。

縱觀創業生涯，洪敏弘有很多第一：1973年創辦建弘電子生產社區天線及公用

天線系統；1988年打造臺灣第一家證券期貨市場全服務的證券金融集團，第二年12
月，旗下的建弘投信率先上市臺灣店頭市場；1979年在美國創立Proton Corp.，首度

將國產音響電視外銷美國；1971年家族成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推廣藝文教育，

開企業以基金會模式贊助藝文之先河。 
而他對臺大的回饋更從未間斷，自1967年起即持續捐款電機系獎學金。10年後

臺灣松下在臺大設立電子電路實驗室，由李舉賢教授主持，為當時電機系首例；八

○年代贊助臺大師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提高國際能見度；促成臺大及密西根

州立大學電機系學生交換計畫，及在兩校設立講座教授等，對二個母校的支持可謂

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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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敏弘從30歲起創業，創立的公司無數，創業經驗豐富。（攝影／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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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有幾個死黨，一起K書一起玩，圖為同遊太魯閣。

大學4 年K書多，沒機會和女生談戀愛，畢典時拍個照留念吧！

高中重考生高中臺大
洪敏弘唸了兩個高中，成功初中畢業後考上

復興中學，第二年重考進入師大附中。「看起來

像是留級，不過不見得不好！」師大附中高一導

師唐玉鳳老師（虞兆中校長的夫人，教生物），

不僅啟蒙他對生命成長的意義的理解，輔導學生

更是無微不至，「她知道我數理很好，卻關心我

較差的英文，指點我利用寒暑假讀英文小說，對

我們關懷備至，時過50年仍歷歷在目。」此外，

唸了四年的高中，使他課業游刃有餘，復興高中

參加軍樂隊、師大附中學習鋼琴二年，又常到新

公園前的田園咖啡廳聽音樂，好不愜意。浸淫在

音樂的愛好同時也兼顧到課業，雖說重考像留

級，多花一年收穫更多。如願考上學子夢寐以求

的臺大電機系，一輩子受用不盡。

臺大集各路菁英，他坦言，課業非常沉重，

即使全力以赴，4年成績僅能維持中下，幸好沒重

修或補考。「我一個社團都沒參加，只依電機系

傳統參加過和外文系、護理系女同學的聯誼。我

們班有一半以上的人，大學都沒談過戀愛」。大

學沒修成正果，不過有8、9個同學志同道合，大

一大二時每天帶便當一起吃中餐、在圖書館K書

寫作業，倒也成了揪心的死黨。

看似繁重的課業，讓他在本科獲得完整的專

業基礎，也練就他紮實的邏輯推理能力，成為事

業規劃及經營管理的重要助力。他說：「回想臺

大的老師們，留日的李舉賢教授、許勝發教授、

楊進順教授，教學認真、嚴謹，偶而會脫口說出

日語。馬雲龍教授教的馬達、電機機械超難，班

上只有孫芳德同學能應付，因為他父親是東元電

機的廠長，家學淵博，這門課的作業全班都是抄

他的才過關。」馬教授退休後到美國定居，前年

過世，還有同學對他充滿懷念，前往悼念。「白

光弘教授、黃鐘洺教授教天線、通訊，也都給我

們諸多啟發，我們這一屆有不少在電磁學天線領

域發展，如返臺任職於中央大學的陳哲俊講座教

授，利用全球衛星系統在氣象、國防上領導臺灣

進入遙測領域，他經常提及黃鐘洺教授當年教的

畢業照，與臺大電機系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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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溫電離層電波傳導現象和理論，為同學們奠定

了基礎」。

另一方面，臺大自由的學風，也讓他有機會

涉獵文學與哲學，如旁聽臺灣自由主義大師殷海

光教授，和臺灣第一位文學史家黃得時教授的

課，「這些課程擴大了我思考的廣度和深度，

讓我在做決策時能站在較高的視野、做通盤考

量。」洪敏弘曾修過前校長孫震的工業經濟，當

時孫校長甫升任講師，這是他開的第一門課，也

是洪敏弘修過唯一一門和管理有關的課，10多年

後出來創業早就忘光了，必得邊做邊學，體會終

身學習之道。

他謙言記性差，只好用邏輯來補強，考試從

不死背公式，都重新推理演算。「我覺得我的思

考很跳躍式，從不同方位角度切入、量計，就像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有4核CPU，這也是為什麼改

行（金融），也可以做出一番成績。」，於今想

來，臺大4年為他們打下的學理根基和挑戰創新的

實力，確實影響一生。

由於排行次子，不是父親欽定的事業接班

人，所以可選擇到美國讀書，成了道地美國派。

在當年留學風影響下，大三開始準備出國，並

到當時位於臺大校園外的修道院、跟著修女補

習英文。第一天上課修女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

行字“Better to light one candle than to curse the 
darkness.＂（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

意思是說不要抱怨遭遇困局，迎上前去積極改變

它。他將這句話奉為人生圭臬，成為座右銘，這

是臺大4年所學的另一項收穫。人生中能屢創新

局，80年由電機轉業金融，就是這句話為契機。

留學4年半造就創業家
第一個應允他入學的大學是密西根州立大

學，在系統控制領域是強項，所以他自然而然進

入該校電機系讀碩士，而結識了陳坤木教授。陳

教授也是臺大學長，哈佛應用物理的博士，專攻

電磁學天線，主持很多美國海空軍研究計畫，洪

敏弘在獲得其實驗助教的獎學金後，進入其門下

轉攻電磁學博士，師生二人自此結下終生情誼。

他說，「陳教授在教學上全心付出，在身

教、言教各方面都是學生最好的標竿。尤其特別

照顧從臺灣來的留學生，知道我們週末無處去，

都會邀我們到他家聚餐、打球，就這樣建立起亦

師亦友的感情。」後來兩人合作為臺大與密西根

州大建立交換生計畫和設置講座教授，1995年他

首先於密西根州立大學設立的講座，第一屆講座

教授就頒給陳坤木博士，直到他退休。師生情誼

之真摯，傳為美談。

來美讀書前，父親洪建全先生曾叮囑要早去

早回，所以他以4年半時間完成學業，在美國擔任

博士後研究半年，旋即回臺大客座，開設電磁學

與微波天線的課程，不過和當時流行的半導體、

電腦熱門課程相悖，竟只有6名學生選課，所學時

不我予，遂於隔年轉往企業界發展。

不過當年這6名學生，於今可都是各領域佼

佼者，讓洪敏弘每回提及總要豎起大拇指，他們

是前臺大副校長吳靜雄、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Garmin董事長高民環等人，吳靜雄教授今年2月也

從電機系退休了。

金融門外漢打造事業集團
其實他在創業上的表現才讓臺大與有榮焉。

1971年與學長杜俊元合設華泰電子做積體電路封

裝測試，1973年自創建弘電子，專事生產自己研

究領域相關的社區天線和公用天線系統，正當事

與陳坤木教授，於頒授首位「MSU洪敏弘講座教授」紀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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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起步順遂之際，不料罹患B肝，在臺灣治療兩

年未癒，於是赴美休養。他在病中沉潛，蓄勢待

發，1983年康復回國，東山再起時又引領風潮。

基於在美養病期間對美國資本市場的觀察，

加上自己在創業之初申請不到貸款的經驗，體驗

到臺灣製造業升級亟需長期資金的時機把握得

當，正是建立資本市場的最佳時機，遂決定轉換

跑道，改行投入金融服務業。1980年以「建弘」

為名，先後創立租賃、投顧、投信、綜合證券以

及期貨等公司，打造出臺灣第一家提供完整證券

與金融服務的事業集團，更於2001年組成建華金

融控股公司。對於自己從一個金融門外漢到獲致

成功，洪敏弘自我剖析道：「這一路走來都是在

社會需要、政府鼓勵的前提下順利成長」，實踐

了座右銘「點亮蠟燭照亮黑暗」。最重要的是，

他抱持著回饋社會的積極想法，讓臺灣工商業獲

得長期資金，俾利其健全營運發展，從而促進臺

灣產業升級。

除自行創業外，自1996年起接手由父親洪建

全創立的臺灣松下電器公司，戮力在地深耕「國

際牌National」的品牌，2003年配合全球集團更名

為Panasonic。雖是老牌子，但他致力內部創新，

保持企業活力，除研發智慧節能科技、以符應環

保趨勢外，更敏銳掌握到時代脈動，大舉投資開

發新產品，從生活家電用品擴展到視聽器材、行

動電話、產業用零組件、機械設備以及GPS車用

型產品，不斷創新求變，老店新生，該公司兩度

與事業伙伴邱再興先生。

與父親洪
建全先生

，參加臺
灣第一家

在OTC掛牌的建
弘投信公

司成立大

會，這是
洪建全先

生生前擔
任的最後

一個董事
長。

獲得國家品質獎，也是空前。

從教職、本業到跨業，有非常多的事業伙伴

和貴人，但他特別要提到二人：一位是小學同學

王世榕，畢業於臺大法律系，3年前以中華民國駐

瑞士代表退休；另一位是邱再興，早他一屆臺大

電機系畢業（若不是洪敏弘高中重考，二人應是

同屆。）洪敏弘70年回國後，參觀半導體組裝測

試的環宇電子公司，邱再興是經營者，不僅成為

回臺後第一位認識的朋友，後來也促成他與杜俊

元學長合創華泰電子的契機。邱再興與洪敏弘一

路合作，從事業到志業，邱再興目前是鳳甲美術

館的董事長。

成立基金會灌沃文化綠洲
他的另類創業，可說是成立基金會。由於企

業的社會責任驅使，再基於對文藝的愛好，1971
年遊說洪老先生成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開

國內企業贊助藝術表演、人文活動與教育之先，

如對「雲門舞集」的支持，開始最早也持續最

久。1996年與當時央行總裁許遠東先生再成立建

弘文教基金會，專注於提升國家文化藝術及推動

財經政策研究。他深信兼具知識與品德的人，才

能對社會產生貢獻，在1999年獲得第二屆國家公

益獎肯定。更在2008年捐助母校設立洪建全講座

及紀念演講廳，為高等人才養成充實軟硬體，幫

助母校推動人文社會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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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臺大人的人文素養與社會責任感。去年臺大校

慶日，獲頒101年度臺大傑出校友，他認為是一生

中最高的榮譽。 

願臺大百年誕生諾貝爾獎
得主

對於李嗣涔校長於任內成立人文社會高等研

究院，以健全大學生的人格育成，他深表認同。

他也感謝李校長任內8年邀請他參與校務發展基金

會，和擔任5年5百億追求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有

幸一同見證母校躋身世界百大。

李校長於卸任前所提出的校園創業理念，要

在創校百年內誕生臺灣的Google及臺大諾貝爾獎

得獎人，他同樣寄予厚望。他說「美國的競爭力

在矽谷，創意都在這裡發生，臺大就是要扮演這

樣角色。」當然，從校園創意到具體化為商品，

這中間的橋接需要宏觀者來主導落實。此外，有

鑑於博士人才90%集中在大學及政府研究機構，

民間只有10%的現象，他也呼籲國內業界要重視

在臺大的邏輯推理訓練和挑戰創新的勇氣，造就他敢於實現創業夢。（攝影／彭玉婷）

研發，自創品牌，積極推動產官學合作，才是永

續之道。「目前全球一百大品牌，中國和臺灣都

榜上無名，而日本有7個、韓國有3個。而現在臺

灣產業發展的困境就是長期停留在代工所導致，

代工薄利、風險大，薪資無法提高，22K就是產

業代工結構造成，企業界應有這樣的體認，是尋

求突破的時候了」。

他百分百贊同楊泮池校長所言，臺灣最大的

資源是人力，且國家已累積相當財富、國際經驗

豐富，只要讓產業與發明產生連結，即便是傳統

產業也可以走出一條新路。對於有志於創業的臺

大人，他以自身經驗為例，表面看來順遂，其實

創業之初，以博士頭銜還貸不到銀行資金，期間

生過兩次大病，在金融業也一度遭遇危機，但也

就是有這些歷練，練就他更剛強，幫助他開啟更

多可能。這位創業經驗豐富的學長，最後以聖嚴

法師的「四它論」作結，就是「面對它，接受

它，處理它，然後放下它」，寓意深長，與有創

業夢想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