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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出臺灣 行走天下 

李建中 

 

 

李建中先生，民國六十年畢業於成大土木系，六十八年獲

得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李博士學成後，先任教於美國

密西根州立韋恩大學，民國六十九年返國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先後擔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所長，於

民國九十二年接掌工學院院長職務。李博士為人誠懇正直、治

學理念開明創新，很得學生老師愛戴。李博士於民國七十四年

至七十七年間借調至榮民工程處，先後服務於研發室、企劃

部、設計部擔任主任等職。民國八十年為配合國家整體建設

之需要，被延攬擔任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副執行秘書，

協助推動、督導、協調國內重大公共工程計畫，於民國八十

四年出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其間主導訂定

及推動的「政府採購法」至今仍深深影響公共工程採購之遊戲

規則。李博士於民國九十七年至一百零五年間擔任臺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領導全體員工提昇專業技術

服務，業務蒸蒸日上，貢獻卓著。李博士跨越產官學的背景，

對於國內土木工程教育及產業發展深富理想與貢獻。李博士

多年來對推動國內學會與東南亞大地工程學會、美國土木工程

師學會、國際土壤力學與大地工程學會等專業團體之國際合

作交流著力甚深。民國九十七年獲頒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

授」，民國一百年獲頒中國工程師學會象徵最高榮譽之工程獎

章，民國一○九年獲母校成功大學推選為「傑出校友」。 

李博士為「地工技術」創始贊助發起人之一，並於民國  

九十一年至九十四年間擔任「地工技術」基金會董事長，對

於國內「大地工程」之蓬勃發展功不可沒。這幾年來李博士

亦致力「工程產業國際化」，期能團結工程界、共同努力， 

立足臺灣、放眼天下。 

 

「地工技術」雜誌創刊於民國七十二年。

當時正逢國內十大建設逐步完成的時段，我們

一群以大地工程為職志的工程師深感需要   
有一份專業刊物把十大建設中累積的地工經

驗報導、留存，向歷史交代，於是我們集資創

辦「地工技術」雜誌，至今已歷卅八年。回

顧「地工技術」之所以能維持至今，主要是靠

國內一代又一代大地工程同仁的共同參與、團

結努力及無私奉獻的結果。由於這份刊物的實

用性、可讀性以及嚴謹性，贏得所有工程界同

道的支持才有今天。  
回顧自十大建設以來，接著十二項、十四

項建設隨之登場，其後臺北捷運、高速鐵路等

工程逐步推出，對於臺灣工程技術及管理的精

進有莫大的貢獻。不過，臺灣畢竟不是很大的

市場，很多的建設興建完成後即無後續，重型

機械設備退役、閒置、人員逐步退出職場，形

成浪費與斷層，十分可惜。另一方面，由於接

續運用的機會不大，學習過程中的成本均無法

在後續工程中分攤，造成造價的上揚，演變為

爭議與糾紛，這是海島的特殊商業型態，原無

可厚非。但是，從永續經營的觀點，似應另求

突破。臺灣四面環海，國際貿易暢旺，也給本

地帶來經濟的繁榮及生活水準的提升。工程產

業的特性原就具有在地性，人員及設備的活動

是無法與製造業相比擬的，所以工程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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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輸出並不普遍。但是，環顧四鄰，尤其

中南半島，其發展進程略緩於臺灣，很多臺灣

的工程專業廠商已有跨足東南亞的實蹟。由於

臺灣過去多年來有很多國內外廠商在臺灣參

與捷運、高鐵等技術先進的工程，所以也認識

了一些臺灣的專業廠商，這些專業廠商也就隨

著這些包商引介邁出臺灣，進入東南亞，尤其

是規劃、設計、地盤改良、深基礎、特殊工程

材料等等，開創出新的商機。  
在七○年代，十大建設逐步完成時，國內

的公營大型承包商也曾經在中東及東南亞地

區成功的投入當地的基礎建設。當時因為我國

工程人員的廉宜工資及豐富經驗，加上外交上

有利的環境，獲致了成功。其後因為國內經濟

起飛，基礎建設蓬勃開展，這些大型包商將業

務重心轉回國內，海外市場遂由其他國家所取

代，如今要再邁出臺灣開展國外市場，競爭激

烈，相對困難很多。  
在目前狀況下，參與國際性工程，仍以中

小型專業承商較具優勢。在國外工作時僅需面

對主承商，從事技術性工作，相對單純。若想

開拓海外市場，最重要就是要擁有對方市場沒

有或稀有的技術，否則取代性很高，機會就少。

其次就是要能贏得對方的信任。信任的基礎當

然還是專業的技術，在技術之外就是忠實執行

合約的工作態度，包括在當地長期派員駐點，

保持與業主的良好關係，快速回應的作為及積

極參與當地同業間的各種活動，擴充人脈等等。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建立人脈是不容易

的。根據多年來的經驗，參加當地及跨國的專

業學會或協會是拓展人脈很重要的方式。專業

領域的精英份子，多半會參加學、協會的活

動。無論是研討會、餐會，或參訪都可以在自

然的氛圍中認識重要的成員，在不知不覺中獲

得商情。在學、協會出版的刊物或報章中也常

常會刊載正在籌劃中的重要工程，在成案前就

得知商機，早為預備，是很重要的。  
作為外來的工程團隊，即使擁有高超技

術，當然仍然會對當地的同業造成分食市場的

疑慮，所以應該主動積極推行技術移轉，並且

要不吝於分享經驗的知識。只要自身保持不斷

精進，就無懼於後來的追兵。在外地站穩腳步

後就應採用在地化的策略，贏得當地人的認

同。另一十分重要的措施就是要與當地的優質

廠商合作，建立忠誠的伙伴關係。每個地方都

有其行政程序，政商環境，工程規範及行規

等，若沒有忠誠伙伴帶路，將會寸步難行。即

使熟悉當地的環境也要保持警覺，尊重工程倫

理，切莫便宜行事，誤觸法網。  
過去十多年來，透過政府的授權，中國   

工程師學會已加入亞太工程師及國際工程師

組織，共同推動證照的流通及互認。這些組織

都是外交上的多邊協議，代表會員國均有共同

的認知與目標。在實質上若想落實此一理想，

尚需透過雙邊協定來落實。不過由於各個國家

法制體系的不同，專業分工也有所差異，互認

證照仍未有具體成效。中國工程師學會已獲至

的成果是與部份英聯邦國家的工程師學會取

得共識，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是持有亞太工程

師證照的工程師在跨境服務時，需要：  
1.經過當地工程師學會的認證或審查， 
2.受聘於當地的工程顧問公司或工程公司， 
3.於核定項目之進行期間得認證准予執業， 
4.與當地的專業工程師共同簽署專業的文
件。 
由於我國專業證照考試已修法完成，容許

外國專業工程師依法以雙邊同意的方式考試

取得證照，但是技師法中猶未有相關條文，有

待修法方能執業，所以目前還沒有簽署雙邊協

定，尚待努力。儘管如此，已有少數國內技師

已前往這些國家開拓市場，提前部署。持有可

以跨境服務的證照僅是敲門磚而已，最根本的

還是專業的技術、誠懇的服務態度及開拓海外

市場的決心與策略。  
由於臺灣市場實在不大，要想永續經營，

仍需邁出臺灣，行走天下，讓我們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