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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在參賽過程中，我們遇見許多來自不同大學的隊伍，彼此都依照自己的主
題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之前沒參加過相關競賽的經驗，對我而言，這次的專題
競賽是一次既緊張又特別的體驗。藉由聆聽不同隊伍報告的過程中，看到了許多
未曾想過的議題，也獲得了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之前所熟悉議題的機會，使我也從
中學習到許多，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包含在專題的報告上與評審提問的應
答上，都有許多可以再改進的地方。雖然這此次競賽中，我們並未獲得第一名的
獎項，但藉由這次競賽我已獲得了更多，因為如果沒有參與此次的競賽，我便不
能擁有如此寶貴經驗。

最後我想感謝我們的指導老師-江怡蒨教授，如果沒有老師對我們的指導，
我們的專題無法有如此的成果。也謝謝我的團隊，在報告的一路上的陪伴，並支
持著我做想做的事，我們也一起解決了許多困難的問題，讓專題最後能夠成功地
呈現。並謝謝一路上給予我幫助的人，讓我在大學階段最重要的課題能夠如期完
成。也謝謝自己，並送自己一句話，「在成長的過程中，永遠不會有最好的你，
因為只有不斷進步，讓今天超越昨天的自己」。

國貿四丙何東憲

我們進行的專題有許多研究內容是應用於江怡蒨老師所講授「國際財務

管理」課程之部份所學，包含了上課所教導的如何利用學校提供的AREMOS資料
庫找到數據資料、以及匯率和國際收支帳及央行干預等主題，幫助我們對匯率有
更深的認知。從暑假開始選定題目、收集資料、學習如何用程式來跑迴歸之後進
行分析，一直進行到年底。

這次的題目也和台灣在國際上的定位有很大的關聯，台灣長年都是出超，
匯率很容易影響到台灣的出口。台灣的央行為了避免新台幣過度升值影響台灣的
出口，通常會進場干預匯率，讓匯率不會過度波動。而各國央行多少亦會根據自
己國家利益來干預匯率來達到利益最大化。在專題中也驗證了歐元區各國採用相
同貨幣「歐元」，但是歐元的匯率無法符合各成員國的實際經濟狀況，而這也可
能是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之一。

競賽當天到了輔仁大學，在現場看見其他參賽隊伍的題目，每組題目都很
不一樣，有些題目讓人印象深刻，例如有一組以「自由」作為題目來進行跨國分
析。此外，還有參賽隊伍的呈現方式像播新聞一樣，由一位同學當主播來進行報
告。我們這組是由孟宏來報告，於競賽前不斷調整報告內容，讓報告壓在競賽規
定時間內。競賽時報告過程非常順利，真的覺得孟宏很厲害。最後得到了第二名，
雖然有些可惜，但也藉由這次機會能看見各種不同的題目和觀點，讓我學到了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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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丙蘇柏維

做一份從無到有的專題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以往的報告都是以現有

的資料去做整理、精簡化資料內容、再熟記內容並且加以呈現。但專題卻是要自
己找資料、整理、分析、研究、最後從自己所做出的內容中得出結論。這樣的過
程是繁雜的，當一份資料需要做處理及計算時，如果中間過程有地方出現錯誤，
可以說是功虧一簣，所以整個過程需要非常有耐心，並且每到一個段落時就要去
確認是否有誤，這樣可以防止一個錯誤導致後面都作廢。

一開始進行時覺得非常麻煩，要找那麼多數據資料，還要去整理分析，看
到就覺得眼花撩亂，而要從我們自己從做出的數據分析出結果，然後再寫超級多
頁的專題，當時的我覺得這絕對會是很困難的課題。但是在江怡蒨老師的指導下，
隨著進度的推進，我從資料庫找到許多數據，以及進行許多分析方法，經過多次
的討論，多次的修改，看到我們的專題慢慢地成形到最後的完成，感覺就像騎著
單車爬上陡峭蜿蜒的山，過程並不容易，但到達山的頂端之後，望去是一片絢麗
光輝的餘暉，這種感覺是非常美好的。

到了決賽當天，來了許多各學校的團隊，看到很多不一樣的題目，也讓自
己的視野更加廣闊，尤其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願為自由故，兩者皆可
拋」這題目很讓人印象深刻，而且也讓人覺得這樣的題目居然也可以拿來比賽的
想法，真的是人才輩出。雖然我們這組的報告者並不是我，但我也很緊張，畢竟
這是我們的心血，也希望可以得到認可、名次。而作為主要報告者的孟宏也是非
常緊張，或許應該說是更緊張，因為只要有任何差池就可能直接影響到成績，再
加上有時間限制的壓力，可以說是要非常小心。當場孟宏表現得非常非常好，將
自己想說的內容很好地表達出來，這樣的表現值得讚許。最後拿到了第二名的成
績，我覺得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雖然結果有點可惜，但也從開始製作專題
到比賽結束的過程中，得到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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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專題指導老
師、組員，讓我有這樣
的經歷，因為在大學之
前，甚至是大四之前沒
有擁有過的經驗，對我
來說是非常新鮮的，雖
然過程很繁忙，但我還
是很享受這樣的過程。
如今專題已告一段落，
這樣的經驗著實讓自己
的所見所聞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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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乙吳安婷

很榮幸能在這次大學生國際經貿與商務專題競賽中晉級複賽並獲得佳作

殊榮，準備比賽期間我們的指導教授江怡蒨老師一路陪伴我們見證專題從無到有
的過程，獲得晉級資格後也細心指導我們簡報可以改進與修正的地方；我們能獲
得這麼好的成績老師的教導也功不可沒，真的非常感謝江老師。

此次參與競賽的專題題目為「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兼論RCEP衝
擊之產業因應」，內容旨在研究新南向政策推行下台商赴東協投資情況，以及赴
東協、財務彈性、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聯性，最後討論RCEP協議生效後台灣產
業可行的因應方式。從一開始的蒐集資料、分析統整、迴歸驗證、到最後結論總
結都經過無數次的討論與修改，一步一步完成的；這半年的歷程雖然辛苦，但組
員間所凝聚出的向心力與相互扶持才能讓專題圓滿完成，我也在這段歷程中精進
自己的研究能力，並在專題發表後收穫勝利的果實。

獲獎題目：
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

兼論RCEP衝擊之產業因應

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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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乙徐資琳

如果說要像偶像團體那樣介紹自己的長才的話，那我大概是我們小組中

的「統計擔當」吧！以前在學統計時，總覺得自己以後不會用到，所以總是硬著
頭皮死背，佛腳一抱，一學期就過去了，從沒想過我的專題裡會用到迴歸模型，
更沒想過這樣的重擔會落在我肩上。第一次聽老師跟我解說迴歸模型的實證結果
時，我是真的有聽沒有懂，感到有些焦慮，擔心會因此耽誤小組的進度。但神奇
的是，要開始寫實證結果的文字敘述時，我突然就看懂了，當下的成就感真的大
爆棚，超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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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國貿四乙吳沛祺

為期一學期的專題研究終於在1月18日的大學生國貿專題競賽中畫下了

休止符，並對當初自己與組員做出要參加競賽的決定感到非常慶幸。因為有了這
次的專題競賽，讓我對於財務彈性及台商赴東協投資之因素考量與相關議題有了
更深的了解；而於資料蒐集方面，也學會運用更多資料庫查找所需之資訊。雖然
在初步資料收集、消化過程中一度差點做到崩潰，但在看到成果產出後覺得一切
都值得了。

在整個專題生成的過程中，特別感謝江怡蒨教授對我們訓練與指導。感謝
江老師自2020年6月以來花了大量時間協助我們選題、討論及修改專題內容，如
果沒有江老師嚴格的指導，也許便沒有入圍複賽及得獎的機會，非常感謝江老師
一路陪伴我們至競賽終點。

最後想特別感謝薑母鴨戰隊的各位組員，感謝大家在所有過程中一直都這
麼的carry，才能使隊內的氣氛這麼和諧、順利產出這麼好的專題內容，讓我們能
奪得獎項，感謝大家能在最後的一年裡一起創造這麼好的回憶。

很高興在專題中自己
是負責迴歸模型這一塊，學
到了很多東西，也很感謝能
遇到悉心指導我們的老師。
沒有江老師的付出，我們也
不會有這麼完整的成果。最
後，真的很開心有一群很認
真的隊友一起完成畢業專題，
也過關斬將前往輔大進行複
賽，不管最終成績如何，我
們都在過程中學到了很多，
也成長了許多！ ▲競賽現場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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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四乙吳宜軒

國貿四乙陳忻

歷時將近半年的時間，終於用這次專題競賽佳作的成績為自己的畢業專

題劃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起初的我對於專題製作有點害怕，對於要在自己相對
不那麼擅長的財務領域寫專題有點擔心，但還好我們的指導老師江怡蒨老師在過
程中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實用的建議和思路，老師對於我們進度的把控及耐心的指
導讓我們很安心，我真的非常感激有老師的存在。期間在整理大量數據及無數次
的逐字修改真的有時會很累很想放棄，但看到現在獲得的成績以及相似度比對僅
2%的專題成果，我真的很感謝當初的自己堅持了下來。最後真的很感謝我的組
員們，我們的團隊合作很默契，也會彼此體諒互相分擔，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節
省了很多彼此磨合的時間。對我來說，組員們的存在更像是一種鞭策，帶著我往
前走，在我迷茫或是想偷懶的時候，想著組員們都在努力，便會打消敷衍了事的
念頭。能完成這次專題並在比賽得到佳績，我們五個人缺了誰都無法實現。

我從專題寫作到比賽準備過程中，學習到了很多從前課程上比較沒有注意
到的技能，包括要對於自己專題每個大小環節都要有深入的熟悉，以及要面對評
審的現場提問等。雖然現場答辯的結果稍微不盡理想，卻也讓我更了解自己臨場
反應的不足。比賽過程中我看到了很多優秀的組別，也發現與他人相比自己確實
還有不少需要精進的地方。雖然在這次競賽中能奪得佳作已經是對這半年來努力
的最大回報，但對於這樣的結果還是稍有遺憾的。不過遺憾也是一種過程，有遺
憾才能給未來的自己帶來更多的可能！

專題競賽獲獎心得

還記得當初我們從暑假就開始準備蒐集資料，到現在為期一個學期的專

題終於結束了。首先，先謝謝我們的指導教授-江怡蒨教授，在她的指導下我們
參加競賽獲得了佳作這樣一個不錯的成績，也謝謝所有的組員們這一學期的付出。

我們的專題題目是「台商赴東協投資與財務彈性-兼論RCEP衝擊之產業因
應」。在過程中，我們從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新報資料庫蒐集了全台灣上市公司及
產業相關資料，並計算每個產業的財務彈性以及其前往東協投資的比例，最後進
行迴歸並分析結果。因為這次的專題，讓我們更加了解台灣經貿，再加上2020年
11月由東協十國與中日韓紐澳等十五國完成簽署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而台灣因為非會員國可能遭到邊緣化的危機，很高興能夠藉由這次機會更加深入
了解其對台灣產業影響及嘗試提出因應。

以前都是透過財經雜誌上了解新聞時事，而這次則是透過我們自己的資料
計算分析結果並提供建議，可說是另一種成就感，也更能體會到每一筆數據都是
多筆資料建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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