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O 實業-何●●專訪 
 

 走過一甲子的人生，也曾在企業中乘著風浪起起落落，如今 OO 實業的董事長

何●●先生，將自己的生命重心放在企業、社團及服務上，期許自己仍能對社會

有價值，並且做好傳承。本次月刊小組成員，不僅有幸藉由專訪聽見何董事長的

經驗分享，還嚐到由董事長夫人親手做的拿手甜點，讓身體和心靈同時都被滋養。

以下，是何董事長想與我們分享的人生經驗： 

 

做一件事，或者更多？ 

 

 談到經營理念時，何董事長提到：「經營一家公司或做一件事都是同樣的概念，

你可以只是做完一件事，也可以是多方發想與思考，讓它更有意義。」何董事長

以他在扶輪社的經驗為例分享： 

 

 當時由他負責舉辦一項活動，由於思考到若活動只是吃吃喝喝，時間也就這麼

過去了，「可不可以不一樣？」他自問。就因為這個『不一樣』的念頭，於是他

想到可以嚐試在西門町紅樓舉辦，然而，考量到在紅樓辦活動可能需要更多的預

算，於是，他又聯想到可以結合最後一次的例會一起進行，而最後一次例會，按

照往例通常會表達感謝，「那可不可以加上感恩的元素？」何董事長再問自己，

就因為這一連串的聯想，於是，他又將活動加上感恩，想對服務一整年的社長表

示肯定與感謝，畢竟，要擔任扶輪社社長，過程中雖有歷練，卻也有不少的的挫

折感。「人家用 365 天服務我們，我們用這四小時凸顯並感謝對方的付出，何樂

而不為？」 

 

 有了這個發想後，何董便開始構思時程上如何安排、設計，不足的預算從何而

來等等…，於是，原來的活動，就在他的發想與策劃下，變成一個有表演、有感

恩，並且能滿足不同族群需求，創造多贏的活動。 

  

資源整合，創造多贏 

 

 「因為活動要表達感恩，於是我想起我們社團曾經做過很多的社區服務，若能



透過活動邀請他們來參與，不僅與他們保持連結，也能讓他們有機會表達感謝或

提出需求，如此一來，社團成員也可以進一步提供他們協助。」，延續活動發想，

何董又有更多不同的想法產生，於是，他不僅邀請曾經義賣春聯的團體，還找來

社區大學的打鼓班、介壽國小的小朋友等團體來表演。 

 

 過程中，他也發現，雖然社會局有對弱勢團體提供補助，然而因為條件高，能

申請的人不多。以介壽國小為例，很多孩子的父母以到處打零工為生，這些小孩

沒辦法被好好照顧，又因為他們不太會讀書，學校的輔導課無法實質協助他們，

於是，很容易被街頭吸收。然而，當引導學生由才藝發展時，由於他們受到讚美

與肯定，自尊心提升之下，竟連課業也跟著進步了！ 

 

 於是，他與國小校長連繫後，不僅想辦法協助他們以義賣方式籌資表演服裝，

另外也特別邀請校長到活動現場做分享，同時反應學校問題。除了國小的事件外，

何董也提到當他邀請社區大學打鼓班來表演時，他們興奮的表情，對他們而言，

能有上台表演的機會，而對社團活動而言，也有人可以提供表演節目，同時創造

出雙贏或多贏。 

 

實戰累積，回饋他人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像這一類的事情，老闆何必親自來做？然則，對何董來說，正

因為去參與了這些，所以才能瞭解生活層面的問題。 

 

何董也提到，現代人的環境已不像早期，相對來說知識獲取方便，來源管道也多，

然而，知識若能進一步將它轉化為生活能力，則生活經驗足夠，自然也能解決工

作上的問題。談到這裡，何董又以自身經驗為例： 

 

多年前他的企業曾經想要上市，也因為要準備上市，於是過程中向中國信託學習

了很多知識，並養成自己嚴謹的工作計畫概念，雖然後來因為種種因素讓他們最

後取消上市櫃的計畫，但是這樣的習慣卻讓他不斷應用在工作和生活中，像是後

來在各項建物中協助管委會的輔導，或者是社區中安排一家一菜、早餐會的活動

等等，何董說：「人生到五十歲事業顛峰後，開始轉向服務的概念。」也因此，



他常會思考如何讓社區不只擁有優質硬體設備，還能讓社區有機成長，像北大敦

園、逸園，都是他心中認為有機的社區，即：不斷有人願意付出的社區。 

 

放任自己，活得自在 

 

回首過去，何董認為自己是開創性格的人，年輕時步調快，起伏也就大，雖然很

多事都在一念之間，事後也無法再追溯，然而，這些經歷，卻也都增加生命的厚

度，何董說，雖然他以扶輪社舉例，然則，經營一間公司也是同樣的道理，可以

選擇性經營，也可以全方位運作，若要全方位，則要具備組織運作能力，畢竟，

在組織中有不同層次的人，每個人特質又都不一樣，如何規劃，如何把想要的氛

圍『做』出來就佔了整體的 2/3，而這一部分又像空氣一樣無形，此外，他也認

為身為一個統合者，就要充分應用有限資源，而這也是經營的要義，他更勉勵每

位職人，特別是年輕人，要願意動手做事，從中累積經驗、知識，「打混仗的人

最笨」，他說。 

 

最後，何董特別跟我們分享了幾篇文章。他認為人生要「活自己，活自在」，他

還特別提醒，放任自己、做你自己，是要經過了解自己後，重視自己的心意，同

時也尊重到他人，而非現下流行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感謝何董事長無私的分享，讓我們看到一個長者身上的硬功夫，以及他多年歷練

後累積出來的生命智慧，我們何其有幸，能擁有這樣一個豐富而美好的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