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商與航商之間都有不能說的商業機密，但身為航商與港務局之間的推銷員，
要如何讓航商們主動透漏敵方機密給客服人員 ? 處長說 :「秘訣在於完美的分工
合作及默契關係。」當時他負責的是 A 航商，夥伴周億華負責的是 B 航商，因
為這兩家航商處於競爭關係，所以在聊天時絕不會讓航商知道彼此真正負責的
對象，就連拜訪也會同時一起去，更重要的是會告訴航商說：「我們只服務您
一人」雖然是善意的欺騙，但處長嚴肅地說 :「我們的職責是了解航商需求，而
不是捲入航商之間的競爭。」還有一個重點是自己的腳步往往跟不上市場的變
化，但至少能透過聊天及資料蒐集的方式，抓到顧客目前的市場需求。

「有位子就坐！」　多加把握新工作的機會

　「什麼時候輪到你，不知道？但今天這個位置是你的，就別客氣、不用推辭。」
處長說，即使工作是一個不起眼的清潔隊隊長，但只要有機會就去嘗試看看，
因為這只是一個跳板，未來還是有很多機會向外發展，更重要的是不管待在哪
個單位，一定要先把自己該做的本分做好，再想做其他的事，談到這，處長回
憶起當時要擔任清潔隊長前，曾經向長官推辭過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後來第
二次再邀他當清潔隊長時，當時的長官告訴他一句話「沒有人可以確定自己會
永遠待在同一個位置，所以多加把握機會，勇敢去嘗試、磨練。」接著，處長
笑著說 :「正因為自己曾待過清潔隊，所以現在才有勇氣到秘書處。」說到這裡，
確實把我們弄得糊塗，處長仔細地說，身為秘書處處長所要管理的人事物其實
很繁雜，舉凡小單位 ( 清潔隊 ) 到大單位 ( 工程處、業務處等 )，必須因人員素
質而有不一樣的溝通方式，處長以管理清潔隊作為舉例說明，當時的組員部分
不識字，說話方式也比較直接、粗俗，如果說話文謅謅，盡說一些他們聽不懂
的話，會在雙向溝通時產生代溝，因此得以他們聽得懂且喜歡的方式去做溝通，
才能有效傳達彼此之間想表達的意思。此外，處長還不忘提醒我們一件事，「凡
事都要以多方面切點去思考、推理，並學會如何從事情的一體兩面中剝絲抽繭，
找出合適的方案去解決問題。」這句話套用在職場或是生活裡，對於我們來說
都很受用，因為有時候問題不在於最終結果是什麼，而是在於思考是否能多方
面。

行銷影片時，因為怕當時的局長面對鏡頭會緊張到忘記該說甚麼，所以他們另
外準備大字報放在相機上面，結果錄完之後發現局長的眼睛都一直吊在半空中，
也因提起到這段回憶，處長不禁大笑起來，化解剛剛凝重的話題氣氛，迎來一
陣歡笑聲。　　　　　　　　　　　　　　　　　　　                                      

因緣際會遇到貴人提拔          從清潔隊轉戰至客服科
   民國 80 年進港務局，86 年升至清潔隊隊長，直到有一次與當時的局長、局
長夫人吃飯，局長笑著對夫人說 :「你相信這位外表清秀的年輕人是清潔隊長，
有像嗎 ?」後來在因緣際會下，於民國 88 年調至新成立的專戶經理人室，那時
候服務的客戶對象主要為國內外航商，首先了解客戶的需求、航線及背景，並
依照航商對公司的貢獻程度去做排名，最後再做人力上的分配，決定哪些航商
該由誰負責。
　處長說 :「以前港務局的心態是被動地等待航商上門，但由於每年航商一家家
流失，港務局為了留住舊航商、吸引新航商因而成立專戶經理人室，立場轉為
主動去拉攏航商上門。」在拉攏航商的過程中，必須與航商維持良好關係，客
服部門作為公司與航商的介面，如果沒有透過單一窗口對航商服務的話，訊息
會產生落差及溝通問題的衍生。以某航商為例，有一次，老闆打電話到秘書處
詢問，「為什麼那年沒拿到『優良航商獎牌』」，結果秘書處同仁竟然回答說 :「沒
聽過這家公司名稱，然後就將電話掛掉。」 這件事使這位老闆氣了五年之久，
後來也因為處長服務周到、態度誠懇，老闆而不再對此事計較，處長說 :「當時
的他，每天都會到某公司去做拜訪，先從朋友開始做起，慢慢了解彼此的需求，
久而久之產生信任感，進而維持互信的合作關係。」　

如何搭起航商與公司之間的無縫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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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點出，現今公司面臨轉型後，會遇到決策建議與工作上的落差， 以台中
港與高雄港為例，這兩港口因不是自營模式，導致新進的從業人員缺乏現場操
作、經營管理的業務經驗，此外，很多業務都得深入到基層，如果這些從業人
員連基礎的業務都不了解，再加上一波波菁英退休潮，公司除了面臨到結構斷
層之外，也會遇到業務人員青黃不接及專業能力不足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