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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談國艦國造潛艦國造…，我們吵了多少年，其實一籌莫展。 

十二年前的六月底，我奉政府之命接任中國造船公司（現在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的董事長，由

於以後如要奔波於高雄台南兩地，委實相當不便，我便收拾了簡單的隨身衣物，由好友鍾達榮開車

送我到公司的單人宿舍住，有趣的是：當時公司的經營狀況已墜落至谷底，同仁大批離退，晚上的

宿舍大樓一片漆黑死寂，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兒聲音，當我推開那扇房間大門，裏面陳設陽春簡陋，

昏黃的電燈下讓人感覺分外悽涼，達榮兄當時轉頭向我，似笑非笑的問了一句‘要不要現在就回去

了？’這件事多年來始終成為我們酒酣耳熱之餘的笑談…。話說第二天，我正式接篆，結束後與貴

賓們一齊參觀廠區，哇，好乾淨、好寬敞，原因無他，資本額早已燒光，無船可造，乾塢裏只剩一

條欠了修船費的越南小型貨輪，其他的生意是四大皆空，難怪又寬敞又乾淨，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

台灣最大，也是惟一的大造船廠重新艱難起步，邁向了她的新生。 

這些年來，由於造船公司同仁，上下精誠團結，共同打拼，加上經營環境稍微好轉，又完成了

民營化，成為上市公司，使得經營的情況漸有轉機，而造船這人類最古老的技藝之一，又兼具技術

密集、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的特性，在先進國家又與國防工業、精密工業、電子工業、重機製造及

下游的龐大產業息息相關，其重要性也早為中外有識之士所瞭解，因此造船產業早已被認為是一個

現代化國家及世界經濟發展之根基，同時也是航運、能源等產業興盛的關鍵，甚至是維繫海權為目

的的海軍之骨幹，其重要性自然不言可喻，只是我國搞造船，始終「三心二意」，成績欠佳。 

台灣的造船業自一九五 O 年代前期，由政府主導開展以來，始終有着「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的缺點；政府對造船產業的重要性了解有限，除了向世界宣示造船方面‘ME TOO’－我也有，小

小打鬧一番以外，直到了 1970 年代前都沒有什麼明顯有效、可大可久的發展政策，等到政府開始

規劃大型國家基礎建設，也才一方面參考日、韓等國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驚覺國家安全、海軍建

設的重要性不能永久仰他人鼻息，應該未雨綢繆早點開始為「國艦國造」做準備，於是才有了大造

船廠的籌備，但是多年以來，坦白說我們在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的規劃上，請恕我坦言，却從來不曾

認真地考慮長期去發展造船，除了少數比較具備宏觀的高層領袖，即使有心，也因為不懂、不深入

這個產業，缺乏可靠的資訊與知識而愛莫能助外，其他的大多數長官都是喊喊口號、假裝熱心、能

敷衍過去就行了，再不就是完全對台灣發展造船存有偏見，極力反對；我在多年前某次以小組委員、

學者專家的身份參與國營事業績效檢討的一個高層會議中，就親耳聽聞一位財經界「教父級」的大

老攘臂高呼要把當時已經虧累不堪的中船「關掉算了」、「要買船全世界多得是」，這種情況下，造

船業要錢沒錢（說是「國輪國造」，結果結造船廠的融貸利率比民間還高），要工具沒工具，要設備

沒設備（虧累多年，台船今天還在用那兩台吊力各 360 噸的龍門吊，人家全世界 1200 噸、1500 噸

的早已比比皆是），要人沒人（國立大學，特別是一線的國立大學紛紛都把當年的造船系改名的改

名，關系併系的更是一大堆，而台船從當年的中船開始，以前的經營層與管理高層大多除了玩政治，

搞鬥爭，也從來沒有向國家社會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我是一介書生，講的是肺腑之言，在這

樣的環境下如果又缺乏航運界與海軍的信心與支持，這個產業是絕對站立不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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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年的「國輪國造」政策早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不再被提起，還好台船的施工能力在品質、

造價和交期上迄今都還算跟得上時代的節拍，尤其是散裝與貨櫃輪的競爭力已經形成國際口碑，在

這個全球競逐的時代還勉強能艱難地為自己賺到一口飯吃（但是在世界市場上、市佔率却愈來愈

低，已經徹底淪為邊緣廠家了），而造艦方面却因大國的嚣張拔扈、軍方的缺乏遠見與本國船廠的

不努力、不爭氣，始終沒有明顯的長進，直到最近幾年，由於國際形勢對我們愈來愈不利，而海軍

的艦隊更急速老化，外求不得只有轉而內求，現在蔡英文總統宣示「國艦國造」、「潛艦國造」來得

正時時候，但看造船業怎麼接這個球了。我熱心、我担憂、我以工／企管系、研究所學者的身分提

出以下必須要做到的一些條件： 

一、 這次從總統、到軍方、到業界、到我國同胞對這個政策都要「玩真的」，都要「打死

不退」，千萬別再「光說不練」，做人最忌諱只剩一張嘴。 

二、 蔡總統不論是做四年或八年，務必要做到讓造船產業界人事安定，讓妳信任的人成「核

心團隊」，不讓他們有「五日京兆」之心，吃下定心丸全力以赴、持之以恆才會有好成績 

三、 國內現今巨型大造船廠只有台船一家，民間有兩家規模還算可以勉強堪稱大型造船

廠，但彼此並不相合，更談不上融洽合作，而每一家為了自己的生存，幾近「什麼單都接」（from A 

to Z）,為了業務的精進、分工的完美和根除低價搶標、犧牲品質的惡習，其實政府應該出來主導籌

資成立一家獨立的大型國防船舶廠，邀請台船、民間業主、社會善良投資人一起這件事，然後要求

海軍提出具體的中長期建軍造艦計劃，以專業之姿與世界大廠合作策畧聯盟，並且積極開拓外銷市

場。 

四、 造船人才的晉用與培養絕非一跼可即，必待造船有了政策，造船業有了宏圖、再加上

多年來「海洋國家」政畧的落實，年輕人對這個產業自然有了信心，大專院校再加以配合一定會形

成一個熱情澎湃、質樸苦幹、努力向前的新時代。 

五、 下次有機會再多聊聊這個話題，這不止是企業／工業的管理之事，這更絕對是攸關國

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呀。 

王子濱講座場場精彩，下星期二（5/9）是藝術大師蕭瓊瑞教授來講‘藝術之美＇，請大家光

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