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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逸德
法律系 84 年畢業 法律系 84 年畢業 

現職：現職：

●  ●  華城電機 ( 股 ) 公司 總經理華城電機 ( 股 ) 公司 總經理

●  ●  臺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 理事長臺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 理事長

●  ●  三三會青年企業家委員會 副會長三三會青年企業家委員會 副會長

經歷：經歷：

●  ●  華城電機業務、總經理室助理、處長、董事、總經理華城電機業務、總經理室助理、處長、董事、總經理

●  ●  中國文化大學法研所國際投資法業師中國文化大學法研所國際投資法業師

●  ●  2024 年 《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2024 年 《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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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樂舞臺到商業巔峰：「要很努力才

能看起來很輕易」—

許逸德與華城電機的逆襲之旅

｜｜初見面，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自我介紹：

   我是文大法律系音樂組

「你好，我是文大法律系音樂組的許逸德。」

初見許逸德學長，在他遞上名片的同時，耳畔傳來乍聽之下頗為認真的自

我介紹，頓時讓採訪者懷疑自我：「文大法律系，音樂組」？

原來，這令人瞠目結舌的身份根本說不上誇張，充其量只是精準地描繪出

他的獨特大學生涯。在大學四年裡，這個非典型的法律系學生，總是形色匆匆

地遊走在民歌西餐廳、課堂與舞臺之間，創作、演出，差一點就要讓文大的天

空增加一顆閃亮的星星了。

不能被侷限在音樂圈中的企業家

許逸德，民國 84 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現任華城電機總經理、

臺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理事長，三三會青年企業家委員會副會長。談起文大的

學生生涯，要說許逸德說是法律人，倒不如說他的生活早被閃耀著明星風采的

音符佔據：小至新學年新生訓練代表熱音社的成果表演；大至成為待發片的未

來歌手，相較於其他同學在法條中掙扎得昏天暗地，許逸德的文大法律歲月卻

是一條無法不被看見的發光之旅。一切始於大二時組建的樂團，到了大三、大

四，這個音樂事業更加活躍，每週五晚上都在西餐廳駐唱。樂團中的鍵盤手是

陳建寧、F.I.R. 飛兒樂團的創辦人，當時就讀中原大學。主唱許逸德則是接踵熊

天平獲獎的文大華岡華韻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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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嗓音加上遠在海外、埋首經營產業的父母無暇干涉，讓許

逸德逆風起飛的音樂生涯趕上了臺灣民歌的高峰，以木船西餐廳

為首的眾多演唱場地成為音樂人實踐夢想的搖籃：許多如今赫赫

有名的音樂人，像是周華健、潘越雲、陳綺貞等人的美妙歌聲，

都曾在那些空間中迴響。許多的星探抱持著挖掘新金礦的心態常

駐在木船，也因此木船西餐廳每年舉辦的民歌比賽，被視為學生

音樂人通往專業舞臺的門票。

實力所致，許逸德學長在 1994 年第十二屆木船民謠歌唱大賽

中奪得亞軍，僅次於至今仍活躍於流行樂界的創作歌手陳綺貞。

當時滾石唱片旗下由陳文珮（歌手伍佰的夫人）擔任總經理的子

公司「真言社」，曾對許逸德與其所組成的歌唱團體充滿興趣，

計畫簽約並打造一支大學生為主的樂團，風格類似當年的 Boyz II 

Men。然而，在洽談簽約的過程裡，似乎有股阻擋許逸德發片的力

量團員們陸續因人生規劃而各奔東西、陳建寧入伍服役，另一位

學弟則被港星梅豔芳所屬的唱片公司簽走，還有一位來自政大法

律系的團員則因家人反對而退出，使這個本應誕生的男聲團體，

最終無法成形，學長也因此錯過了初次正式進軍樂壇的機會、臺

灣的樂壇也少了另一個可能比五月天更令人瘋狂的樂團。其後逸

德學長一度受邀與知名歌手葉璦菱合作《葉璦菱與 10 個男人的對

唱》，計畫合唱專輯中的〈來生緣〉，卻在錄製歌曲的過程中，

因必須出國參加辯論比賽而不得不中斷，最終這首歌由知名主持

人陳鴻接手與葉璦菱共同完成。回過頭來看，許逸德的星途每每

唾手可得、卻又屢屢錯失出片機會，這一切興許是老天刻意安排

下美麗的錯誤：原來，許逸德是個不能被侷限在音樂圈中的實力

派企業家。

不只是音樂，還有法律與辯論

儘管在音樂之路上大有可為，學長仍未偏離學業的正軌。他

不但順利如期畢業，更代表中國文化大學參加傑賽普國際法模擬

法庭辯論賽（Jessup Moot Court Competition），這是一場全球最

具權威性的國際法辯論競賽，每年吸引來自 100 多個國家、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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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支隊伍參賽。該比賽模擬國際法院審理的案件，參賽隊伍需根據國際公法

進行書面與口頭辯論，並在激烈競爭中爭取晉級與榮耀。當年，臺灣的代表隊

伍由臺大與文大兩支隊伍所組成，學長與隊友成功拿下臺灣代表隊的參賽資

格，前往華盛頓 D.C. 參加國際賽事。

這項比賽以其嚴謹的法律分析、激烈的競爭強度及全英語辯論而聞名，參

賽者需深入研究國際法判例、撰寫上百頁的法律備忘錄，並在模擬國際法院的

法庭中進行即席答辯。許逸德與文大團隊在層層篩選中脫穎而出，與國內頂尖

法學院隊伍競爭，最終與臺大雙雙拿下代表臺灣出賽的資格，赴華盛頓 D.C. 參

加國際賽事。這項成就不僅顯示了他的法律素養與思辨能力，也證明他能夠在

不同領域中展現卓越的適應與應變能力。精彩的多重身分，讓學長的生活異常

忙碌。他晚上一邊駐唱，一邊進行辯論訓練，甚至還需要準備出國的相關事宜。

這種強度，對許多普通學生來說或許難以想像，但對於他來說，卻是充滿挑戰

與樂趣的生活方式。

｜｜ 在商界揮灑「法」的精神與核心

許逸德學長起初認為，憑藉自己的邏輯思維、表達能力與溝通技巧，法律

應該是能夠讓他卓越發揮的領域。然而，真正投入法律學習後，他才意識到，

2024《安永企業家獎》大獎得主 - 華城電機總經理許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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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從影集如《洛城法網》等作品中

所形成對法律從業人員的職業想像，

與現實世界中的法律工作相去甚遠。

許多人認為法律人的日常是在法庭上

穿著筆挺的西裝，透過辯論影響審判

結果；然而，在臺灣法律程序的運作

方式卻截然不同——訴訟的核心往往

已經寫在訴狀中，法官主導著整體訴

訟進程，律師的發揮空間有限。這樣

的法律攻防模式，讓學長對法律實務

工作感到興趣缺缺。

於此同時他也發現，當法律與商業結合時，便會產生截然不

同的價值與應用。法律並非只是冷冰冰的條文，而是能夠幫助企

業實現目標的工具，甚至成為企業競爭的關鍵優勢。學長深刻體

會到，法律的真正價值在於保護那些懂得運用法律的人，這使得

他對法律在企業經營中的應用產生了濃厚興趣。

商業之路的歷練與挑戰：因為很努力，才能讓成功看起來

很輕易

對許逸德而言，在文大的求學生涯中，經常能遇到各具特色的

同儕，他們未必是傳統定義下的學霸，但卻擁有令人驚豔的專長，

並展現出極強的抗壓性與應變能力。由於部分學生的起點相對較低，

文大同學必須學會如何重新整合自身條件，運用有限的資源，以靈

活的策略創造優勢。這樣的體悟讓學長深刻體會到，無論是學習還

是職場發展，適應與進步的能力至關重要。他認為，文大的學生經

歷過重重挑戰，懂得如何在被低估的環境中證明自己。他們習慣於

從基礎做起，逐步累積實力，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舞臺。正如商業

競爭中的原則——大材先小用，小用到好用，而後才有機會在更大的

舞臺上發揮實力。

然而，從法律轉向商業並非一條一帆風順的道路。在擔任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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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總經理的現職之前，許逸德學長曾在國內業務處擔任處長長達十一年半。業

務領域充滿競爭與壓力，每半年一次的績效評比，他始終拿下最高等級的考績，

憑藉著實績證明自己的能力。

剛進入公司時，他也曾感到迷茫，不希望別人認為他只是因為家族關係而擁

有這份工作。因此，他選擇從基層做起，從國外業務開始學習，努力掌握每一個

細節。他回憶起當時的國外業務工作，即使是在週末，他也必須親自陪同客戶驗

收，並按照幾乎一成不變的標準流程接待每一組客戶、展現臺灣特色：從故宮、

忠烈祠的閱兵交接儀式；從中正紀念堂、中華工藝館到鼎泰豐，在每一個日復一

日的重複環節都務求卓越完美。這些看似導遊的工作，卻一再考驗著曾是眾人矚

目的目光焦點的許逸德：如何能夠放下舞臺上眾人喝采的光環、以服務的初衷親

自打理每一個細節，進而贏得客戶的信任以獲取更大的商業機會；接著努力去在

每一個任務當中超乎預期的去完成，控制它的期待值，之後再很順理成章的等待

每一個機會的到來。「因為你要很努力才能看起來很輕易」，這或許才是在他綜

藝咖的表象背後、令人無可迴避的真實信念。

爭取舞臺，創造機會

成功並非來自單純的努力，而是來自於如何讓自己被看見。學長認為，文

大人擁有一種特殊的能力：無論在何種場合，都能迅速融入並讓場子活躍起來，

這不僅是一種表演能力，更是一種社交智慧。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中，這種能夠

帶動氛圍、觀察人心的能力，成為許多文大畢業生的重要資產。於是，過往那

些所謂「不務（法律）正業」的能力，轉瞬成為爭取深刻印象、開啟人我話題

的重要資本。放眼商海浮沉，古往今來多少人？如何能夠讓自己的產業與產品

華城首批外銷批量出貨 2023.8.4 臺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會員大會暨
尖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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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入被討論的核心，才是打造舞臺的真正目的。

在商業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許逸德深知設定不同階段目標的

重要性。進入看似輕鬆的社交場合所應鎖定的首要目標，是在商

會中建立廣泛的人脈，讓更多人認識他：「那些當年因為不務正

業而培養出來的，後來竟然都成為我的核心競爭力。因為我現在

非常有把握，在任何一個商會或其他的一些場合，當我上去唱完

一首歌就可以讓所有的人記得我。大部分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

是一個可以自己完成男女對唱〈涼涼〉的傢伙。當別人一直沒搞

清楚到底負責唱女聲的人在哪裡時，我已經把一首歌給唱完了；

再加上我在任何時間點，我都可以像現在這樣與任何人侃侃而談。

所以我擁有了比別人更多的機會、打造出展現自己的舞臺。」

許逸德明白，除非讓自己成為企業主或決策者眼中值得信賴

的人，否則以華城電機的重電裝置動輒上百萬、千萬，能源工程

的金額甚至達到上億、數十億的合約規模，絕對無法簡單透過基

層業務與採購完成訂單；如果循傳統商業模式，那麼關係到華城

的每一筆鉅額訂單，很可能會因為中層主管或採購對華城的陌生，

或是高層決策者多方詢價等等過程，而使自家公司上下員工長期

的努力化為泡影。唯有透過社交場域中的交流，才能使人們可以

放下防備、在無關利益衝突下輕鬆交友，杯觥交錯間建立信任；

也因此唯有以逆襲的心態打破傳統的銷售窠臼、直接命中決策核

心，才是順利突圍、插旗圈地的關鍵法門。

2024.9.25 外資 100 強頒獎 2023.3.27 拜會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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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維的內化：從法學訓練到標杆學習

許逸德在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的學習，並未直接引導他走上傳統法律人的

道路，但卻為他的商業生涯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他指出，法律訓練不僅培養了

嚴謹的邏輯思維，更鍛煉了將複雜資訊化繁為簡的能力。在法律領域，處理一

個案件往往涉及上百頁的文件，法律人必須在短時間內擷取關鍵訊息，並將其

濃縮為幾句話，讓決策者快速掌握核心問題。這種能力，在商業環境中同樣適

用。企業領導者每日面對大量市場資訊與決策挑戰，如何快速抓住趨勢、有效

傳達策略，決定了競爭優勢的強弱。許逸德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將法律人「長

話短說、直擊要點」的訓練應用於企業經營，使公司在市場競爭中能夠做出更

高效的決策。又如從英美法的課堂上領悟，「要在既有的架構之上尋找成功的

標杆，學習，再把它拿下。」如此強調先例與案例研究並快速吸收學習內化為

商業能力，與企業經營中的「標杆學習」理念異曲同工—透過觀察成功模式，

掌握其核心邏輯，並靈活應用到自身的經營決策中。這些法律課程的訓練，使

他在商業決策上具備精準的判斷力，能夠快速分析風險並做出最佳應對方案。

企業經營往往涉及複雜的法律環境，懂得如何透過法律手段來保護公司，成為

他在商場上的一大優勢。

也因此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他始終關注國際市場的變化，學習產業龍頭

的策略，甚至觀察那些僅成立不到十年，卻已擁有十億美金市值的獨角獸企業。

他認為，這些成功企業不只是因為擁有資本，而是因為它們懂得如何突破市場

規則，在既有的競爭環境中找到「彎道超車」的機會。

科技與市場的結合：持續創新以保持領先

除了學習成功企業的策略，許逸德也強調科技與市場的結合。他認為，法

律人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了解遊戲規則，再去改變遊戲規則」。這種思維在

商業競爭中至關重要，企業不能只是跟隨市場趨勢，而應該主動尋找新的技術、

新的標案，甚至是新的商業模式，來打破傳統競爭格局。

透過這樣的策略，他的企業能夠迅速掌握市場變化，並在競標與新技術應

用方面取得優勢。他強調，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中，唯有持續學習、適應環境，

才能確保企業長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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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基層到企業領袖，許逸德的成就之路

作為家族企業的第三代掌舵者，許逸德以「解決顧客問題」

為核心，帶領華城電機成功轉型，在綠能、智慧製造、能源管理

等領域屢創佳績。不僅深耕市場，更積極推動數位轉型與 ESG 永

續策略，將華城電機從傳統產業領軍至智慧電網與物聯網的領域。

從一名初入商場的年輕人，到如今備受矚目的企業領袖，許逸

德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所帶領的華城公司，在短時間內實現了驚人

的成長，股價從 48 元一路飆升至 340 元，並在短期內突破千元大

關，與台積電等科技巨頭並駕齊驅。雖然股市有漲有跌，但公司穩

健發展，訂單已經延續至 2027 年至 2028 年，業績從 80 億元逐步

提升至 140 億元、200 億元，甚至預計未來將突破 300 億元。

這樣的成就並非偶然，而是來自他對市場的敏銳洞察與持續

學習。他帶領的企業不僅站穩傳統產業的基礎，更在短短時間內

跨入中大型企業行列，突破了 1500 億臺幣的市值門檻，成為業界

傳奇。這樣的亮眼表現，使華城公司榮獲《天下雜誌》評選為「傳

產綜合績效 100 強」的第一名，成為產業的佼佼者。

逆襲成功：實至名歸的榮耀

在企業發展的同時，許逸德的個人成就也受到國際肯定。

2024 年，他榮獲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永「年度企業家

大獎」，成為臺灣少數獲得此殊榮的企業家，並受邀參加蒙地卡

羅舉行的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這項自 2005 年舉辦以來的國際級

獎項，過去獲獎者皆為產業巨擘，如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等重量

級企業領袖。對許逸德而言，這不僅是個人榮耀，更是對他多年

來堅持不懈精神的肯定。

海倫凱勒曾經這麼描述生命的歷程：「生命是一場冒險，要

麼勇敢嘗試，要麼一無所獲。」二十年前，許逸德只是公司的一

名基層員工，負責幫副總提著皮箱，參與技術合作的談判；二十

年後，相同的談判場景再次上演，然而這一次坐在談判桌的主導

位置的卻已經是許逸德學長了。他以實際行動證明成功無關背景、

也無關學歷，唯有努力與學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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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學弟妹的建議：

    停止抱怨、擁抱當下，創造未來

許逸德不僅在商場上屢創佳績的背後，支持他的是「保持正能量」的信念。

所謂的「正能量」對他而言，絕非虛無縹緲的概念，而是一種科學上可證實的

現象。他提到，量子力學中的「量子糾纏」與「量子共振」顯示，人的思想與

能量可以影響周遭環境，當一個人擁有積極的心態，宇宙也會幫助他成就所願。

相反地，負能量則會吸引更多的負面結果。他提醒大家，停止抱怨，遠離負面

思維，讓自己成為團隊、班級、公司中的「小太陽」，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影響

身邊的人。他鼓勵年輕人保持企圖心，勇敢告訴自己與世界自己的夢想。他相

信，只要願意努力，世界終將回應這份信念。他強調：「所有成功都來自於『自

助』，當你開始行動，身邊的人會來幫助你，最後連天都會助你。」最後，他

提醒學弟妹們，珍惜在學校的時光，無論是課堂學習、同儕友情，甚至是戀愛，

都值得細細品味。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讓青春長成自己喜歡的模樣，為未來打

造一個無悔的起點。

如果說，許逸德今日的成就是一場成功的逆襲，那麼透過他的故事，或許

我們可以明白：大學不只是專業知識的殿堂，更是探索與成長的起點。基於「凡

走過必留下痕跡」，那些曾經所謂的「不務正業」，最終成為他在音樂、法律、

辯論乃至商業世界中的關鍵優勢。許逸德的經歷告訴我們，大學所能給予學子

的，遠不止課本中的知識，而是培養多元能力、累積經驗，甚至找到人生熱情

的舞臺。學習的價值，絕不止於於雙眼所見，放眼未來，勇敢擁抱每一次挑戰，

才是成就無可限量人生的關鍵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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