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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菁英第36屆金鷹獎得主專訪／把臺灣科技實力推向國際 曹世綸跨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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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邱若惠專訪】本校大傳系校友曹世綸，現為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的全球行

銷長暨臺灣區總裁，亦是SEMI成立以來首位亞裔行銷長。曹世綸擔任SEMI臺灣區總裁

近15年的時間中，SEMI會員成長超過五倍人數。整合臺灣半導體與科技產業，讓臺灣

半導體產業與全球2,500家業界領導企業並駕齊驅，推升臺灣成為SEMI第二大會員

，提升臺灣競爭力。

 

開放接納 從大學社團中培養能力

 

傳播與科技，兩個聽起來相隔甚遠的不同領域，如何在其中成功跨域？是許多媒體對

曹世綸最感興趣的話題。「保持開放心胸跟好奇心，在我跨領域的前期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跨領域的歷程，他表示起源於當年的大學生活：「淡江大學擁有多種領域

的課程、社團與活動，在這樣開放多元的環境中，有許多機會促使學生對不同領域去

思考、了解或產生興趣，進而奠定在未來職場上的良好根基。」

 

擁有積極態度，並對未知事物開放接納的他，當時除在本系課程中學習不同傳播工具

，另外也去修習會計與經濟學課程，跨足文、商兩科，提升自身實力。而社團經驗亦

讓他無意中得到收穫，當時被同學拉去參加健言社時，曹世綸坦言自己不是個愛說話

的人，卻懵懵懂懂地加入，學習如何運用理性邏輯架構，結合感性內容去論述與表達

自身看法，這使他在未來工作中，從行銷企劃、溝通協調至公開演講，皆能自在地展

現與交流。

 

後來又被同學拉去參加民權初步研習社，同樣無法理解當時為何要入社的他，從中學

習到議事規則，亦剛好運用到現今半導體協會的議會管理事宜。曹世綸笑著說：「就



像命運中奇妙的安排。所有過程都不用太計較，因為這些經歷不管好的壞的，最後都

會成為很好的養分，你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但時候一到，這些東西就會立即

呈現。」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用心地準備、經歷，屆時不管成功或失

敗，這些經驗與資源將會是未來意想不到的助力。

 

懷著開放心胸去多方嘗試，是曹世綸對於學校生活的建議：「就算遇到不適合的領域

，至少在過程中了解它領域內的狀況，讓我面對所有事情時都可以從容不迫，因為開

過眼界，所以就可以自在的出入所有場合。」而在游刃有餘的情況下，便能考慮如何

運用這些領域內的資源與機會，去分配、合作，進而截長補短、解決問題。

 

跨域學習要趁早 勿自我設限

 

對未來擁有明確規劃的他，除了想從事廣告行銷領域，並想培養第二技能以增加未來

工作機會。因科技的創新與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有一席之地，曹世綸選擇將其培養為第

二技能。他表示跨域學習中最困難的地方，在於重零開始學習新的領域。因自身在大

學時期已接觸過科技相關課程，所以在未來跨領域時較易上手，因此建議跨域學習要

趁早開始，未來才能在擁有基礎的情況下，減少從頭學習的精力與時間。

 

回顧職場生涯，曹世綸在科技業的工作中是由下游回到上游。從最初在廣告公司行銷

電腦產品和電信業，至後來的軟體、網路，一路到上游的半導體，在整個過程中使他

做了很好的整合溝通，藉由生產鏈的兩端去了解雙方想法與不足，再從中找到合適的

媒介與綜合點。曹世綸認為不管是何種領域，皆會有運用到其他領域的時候，所以年

輕時不要自我設限，尤其在將來社會出路變遷快速的時代，保持開放心胸、終身學習

，進而擁有尋找資源與應對不同領域的能力，在往後不管是就業還是生活上皆會有更

多的選擇。

 

培養國際視野 問題解決能力迎向全球競合

 

在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產生劇變，出現半導體晶片短缺之困境。2019年上任行銷

長不久的曹世綸，運用自身傳播人的行銷優勢以及宏大國際觀，在跨國產業與在地政

府間協調，成功穩定產業供應鏈。另搭建起科技業與行銷的溝通橋樑，建立產業與政

府的交流管道，透過國際展覽將臺灣科技實力展現；並積極推動臺灣政府之半導體產

業人才培育計畫，以提升產業及政府培育下一代高科技人才，維持半導體產業的永續

成長。

 

「在全球競爭的時代，我覺得國際視野、解決問題與科技賦能，是他們應該具備的核



心能力。」曹世綸以自身經驗，給予學弟妹建議。他認為在面臨現今國際村及產業全

球化時，如何在這些國際資源與狀況中去溝通應對？就基礎而言，需與不同國家的人

互動交流，才能善用國際力量，並在國際場所中應對自如。「我們在強調本土的過程

中，同時也要兼顧國際視野，在兩者間取得一個平衡。」鼓勵學弟妹在學生時期多結

交外國朋友，開拓國際視野，以便更好的去適應未來全球競合時代。

 

有積極規劃與執行力的曹世綸，曾在剛上大學時便訂定計畫表並嚴格執行，且在當時

報紙的徵才廣告上，尋找自己未來想入職的公司，以其徵人標準去補足自身缺乏的能

力。但他坦言，以現在世界動態的變化，有時計畫是趕不上變化的。「因為不可能人

生過程中完全照著寫好的腳本去走，所以要學會在面對未經計畫的情境出現時，你能

夠去了解、觀察與判斷，進而去吸收、處理，並解決。」曹世綸認為解決問題，亦是

在未來競爭激烈的世代中一個重要需具備的能力。

 

面對疫情與全球化，曹世綸建議學弟妹選擇的行業要在不同地方皆能工作，而這大多

與科技和軟體有關。且在現今探討Ai與SDGs的時代，資訊與永續議題是大家所關注、

討論的，是以他認為透過科技賦能，能夠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舉凡運用Ai改善農

業、能源與醫療設備，以解決飢餓、循環經濟、資源分配等永續議題，他表示：「站

在科技的角度，希望能發揮正面的社會影響力，並同時保持臺灣競爭力，讓我們擁有

一個永續的環境，創造更好的未來。」

 

大傳系溫暖回憶 提供職涯發展養分

 

提及大傳系，曹世綸認為，就像個大家庭一樣，之前的系主任趙雅麗與老師們都把大

家像孩子一樣在照顧，且當時在系內拍電視時，10分鐘的畫面要拍10多個小時，是以

常常人家早上是從家裡來上學，而他們是從攝影棚裡走出來，這些與同學間的革命情

誼，所交織出的情感，是在學校中最溫暖、值得回憶的事。而在母系中學會的許多傳

播與溝通能力，亦是未來工作與職涯發展上的極大養分。

 

對於現今成就，曹世綸表示：「滿開心能對社會有影響力，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在臺

灣重要的行業中，我能夠參與其中並有所貢獻，感到珍惜與滿足。期望未來能將自身

經驗回饋、分享給淡江學弟妹，讓下一代的年輕人，對社會、臺灣、或世界做出貢獻

，展現正面的影響力。

2022/11/05
 

 
 

曹世綸

大眾傳播系學士



SEMI國際半導體協會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

（攝影／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