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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員工或訪客，走進台光電位於桃園觀音的總部

大樓後的第一個動作是更換拖鞋。這個 12年前

開始的小改變，顯性影響是讓辦公室和工廠的環境變得

一塵不染，但更重要的隱性影響是企業文化和員工精神

的再造。

蔡輝亮表示：「在公司轉型初期，多數同仁其實都

不相信訂出來的長期計畫，只認定眼見為憑，所以必

須要一步步地增強他們的信心，只要有小改變就要去

做，堅持往前走。萬事起頭難，但有成果大家就有信

心。」

從理念到執行，貫徹環保主題

蔡輝亮從台光電初創以來就擔任製造副總一職，

2000年離職，2004年重返公司擔任董事長，一上任就

要解決公司面臨的經營挑戰和轉型難題。當時，他帶

領同仁們集思廣益，確立了公司的核心理念——「承

擔責任、成就團隊、創造價值」。

以核心理念為基礎，台光電的願景是成為全球環保

基板的領導品牌。蔡輝亮表示，「願景的關鍵就在差

異化，我們認為環保的訴求是全球必然的發展，即使

當時各國都沒有法令規範限制，只有歐美等先進國家

提出的遠程計畫可供參考，我們還是堅持決定走這條

路。」

為了防燃，常見的有鹵基板會摻入鹵素耐燃劑達到

「承擔責任、成就團隊、創造價值」

蔡輝亮建立企業核心理念
從小改變創造大價值 
台光電子材料曾經一度面臨規模小、獲利低的經營挑戰，但在現任副董事長兼策略長的蔡輝亮帶領同仁

集思廣益之後，毅然決定加碼投資擴充產能，並鎖定當時方興未艾的環保主題研發無鹵基板。現在的台

光電已是全球環保基板的第一大供應商，從逆境中找出自己該走的路，台光電無疑是最佳體現。
撰文／李幸宜 攝影／李庭歡

防燃作用，但廢棄基板燃燒時就會造成環保問題，因而

必須尋找其他化學品來代替鹵素。台光電取得日本日立

（Hitachi）的一種無鹵材授權，加上本身在薄型基板的

製程經驗優勢，多年來自行開發出多種無鹵基板。

材料產業一定要有專注點，因此台光電鎖定三大領

域，首先是智慧手機產業，不只對應上層客戶，而是

創造能和終端客戶，也就是手機品牌商溝通的契機，

掌握未來產品的趨勢及需求，才能反應在產品設計上；

第二個領域是雲端傳輸，例如：網路設備就是台光電

近兩年成長最快的事業線；第三個領域則是汽車電子

產品，這個領域每年都保持穩定成長。

三個五年計畫 堆疊成功階梯

自 2004年以來，台光電已經連續推行三個五年計畫，

台光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暨策略長蔡輝亮，榮膺工研院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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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司的成長和獲利率推上一波波的高峰。回顧這三個

五年，最能說明改革效益的實證，當推每股盈餘（EPS）

的倍增，從 1.0元、3.0元，去年已達到 7.5元。

第一個五年計畫的重點是訂目標、擬計畫，當時雖

然規模小且財力不足，公司還是決定要擴充，考量的

就是台光電有專精的利基領域但產能不足，所以從原

先的兩座廠擴增為四座廠。

第二個五年計畫，效益已經開始浮現，產能不僅充

足甚至達到最高峰，產品開發成熟，人員之間的連結

性也很好。

第三個五年計畫從前年啟動，在維持產能的現況下

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由於全球大環境總量成長有限，

所以根據毛利率來判斷產品線的去留，優先考慮高毛

利的產品。

台光電的研發費用約占年營收的 2%，研發處直接隸

屬董事長，不僅獲得更多資源，決策速度也更快。台

光電在美國、臺灣和中國等地每年約可取得 10件專

利，現在則進一步加強美國專利的取得，因為這最具

先導意義。

本身是技術出身的蔡輝亮，特別強調管理對研發

的重要性。他認為，職務愈高，愈要忘記技術，重

點還是在管理，而管理不能靠人治，要靠組織與制

度的架構運作。尤其研發做虛工更是打擊士氣，不

見得要花大錢或找很多人，但一定要借助管理做到

最有效的研發。

外部整合 借力使力更上一層樓

蔡輝亮進一步分析，臺灣和韓國在電子產業的發展

時間差不多，臺灣的優點在於基礎穩固、人才培養，

以及國際品牌對臺灣的信任度，但當前面臨的問題在

於因應國際競爭的人才培養銜接不上，以及企業規模

仍以中小型為主。

對此，他提出了兩個建議，一個是臺灣電子產業可以

適度地進行合併，取得可運用的專利與人才來創造及實

現新想法；另一個則是要努力解決臺灣廠商長久以來彼

此競價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整合，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台光電過去一直和工研院有互動，他認為工研院做

得比學校和研究機構更多，在技術面有很多成功實例

如半導體技術，現在組織及所別擴大，無論是設備或

人才都很充沛，像是台光電最近才和工研院簽約，合

作進行樹脂的先期研發專案。其實臺灣廠商現在普遍

面臨很大的技術壓力，蔡輝亮期許工研院更主動地接

洽有潛力的廠商，提供研發進度的更新，或許正有一

拍即合的契機。

獲選成為工研院的院士，蔡輝亮謙虛說道：「其實我

很意外，但也藉這個機會分享台光電一路走來的歷程，

政府的優惠只是幫助而已，臺灣產業最終都要靠自己找

自己的路、自己想自己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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