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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賴文祥董事長

在土木工程領域裡

有一位傑出的領袖

他的故事彷彿是一部勵志劇

充滿著奮鬥、汗水和成功的篇章

這位領袖就是世紀鋼公司的賴文祥董事長

從小就很刻苦耐勞的他，在 16歲時
離開家鄉，踏上台北的土地，開始了他的

鐵窗工作生涯。透過不懈的努力，他建立

了自己的事業版圖，初期從一個小型鋼構

場開始，逐步發展壯大。然而，他的企業

之路並未止步於此，他還將視野投向了更

遠大的目標——離岸風電。踏入這個領域

，他不僅成為了先驅，更是引領者，帶領

企業邁向綠能領域的前線。在這篇專訪中

，我們將深入探究賴文祥董事長的成長歷

程，以及他如何由一名鐵窗工人蛻變成綠

能產業的傑出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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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全球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挑戰，

而尋找可持續且環保的能源來源已成為不可推遲的任

務。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離岸風電作為一個擁有龐大

商機的產業，備受矚目。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在離岸風電領域中具有卓越見

解和豐富經驗的專家——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賴文祥董事長，進行不同面向的訪談及對話，從技術

創新到市場趨勢，以及台灣在市場下的商業機遇，分

享他對於離岸風電這個新穎領域的獨特洞察力以及過

人的見解能力。

賴文祥董事長，作為離岸風電下部結構製造領域的

先驅，他的遠見和獨到想法在專訪中展現無遺。對於未

來挑戰，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見解，以下就宋裕

祺理事長及賴文祥董事長訪談內容與讀者們分享。

Q  您可否先介紹一下您的生涯歷練？
A   早年由於缺乏富裕的家庭背景，我們中南部的孩子

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極具讀書天賦，持續以優異成

績獲得獎學金。第二類成績雖然不俗，卻未能進入國

立大學，因而選擇成為軍官或警官。第三類，就像我

一樣，因為家境貧寒，學業平平，只能選擇在國中畢

業後就離鄉背井，四處尋找工作機會。

賴董事長接受宋理事長訪談

我們努力不懈成為世界 Number One

我十六歲那年踏入社會，以鐵窗學徒的身份起

步。當時，每個月的學徒薪水是四百元。然而，這段

苦力的學習過程中讓我深刻體會到，即使我不能在學

業上有所成就，但在任何事情上，只要不甘示弱，勇

於挑戰那些大多數人不願意嘗試、難度極高的事情，

我一樣可以追求成功。

在 1987年時，我正式成立「世紀鋼構」。起初，

只是一個小型鋼構廠，專營鋼骨結構工程，後來陸續

承接台積電、聯電等項目的廠房建設工作，在 1994年

完成台灣第一座 8吋晶圓廠「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展現了工程的專業技術。 

但在 2008年爆發金融風暴，使我們無法按原計畫

興建許多大型建築，導致鋼構市場供過於求，迫使我

們開始尋求突破口。幸運的是，在民國一百年時，政

府開始推動海陸千架風機計畫，我們與經濟部和工業

區合作，一步一腳印的做。儘管一開始對於鋼構的需

求並不大，但我們不氣餒，也漸漸發現水下基礎製造

將會是未來發展的契機。

鐵窗學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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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於水下基礎領域的經驗有限，我們派員前

往歐洲進行學習，發現不僅僅需要專業上的技術，擁

有一個重件碼頭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然而當時離岸

風電材料關稅和海運費用的高昂，重件碼頭的用地租

金費用高，且需重新規劃廠房，在當時這個想法遭到

了公司董事的反對，他們認為成本風險過大。然而，

走到今天，隨著技術的成長及市場需求量的提升，才

真正了解擁有重件碼頭是多麼重要，否則即便具備技

術，也無法找到適當的場所加以應用。

Q  那您在職涯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情為何？
A    我們值得驕傲的是，我們勇於挑戰那些他人不敢嘗

試的事情，並毅然堅持下去。在這段路途中，我們也得

到了眾多支持和幫助，包括經濟部、工業局及能源局從

上到下持續的協助，業主也不吝分享經驗在技術方面作

指導，這些都是我們的貴人。

經營最困難的就是錢

宋裕祺理事長、賴文祥董事長、吳江富總工程師

近幾年來，我們在產能和品質方面取得了可觀的

成就，並已超越日本。這使得我們在世界各地備受矚

目，各地前來參訪的人都對我們的工法表示敬佩。更

令人驕傲的是，在 2020年時，我們完成了在臺北港南

碼頭第一期廠房的建造，使水下基礎能夠全程在室內

組裝，至今全世界沒有一家廠商能跟我們一樣做到。

Q  在經營的過程中，您覺得遭遇到最困難
的挑戰是？

A   我們認為經營最困難的挑戰是「資金」方面的問

題。隨著事業的擴張，所需的資金也隨之增加。每一

個合約的金額都相當龐大，尤其在這個新型產業中，

我們需要投入資源來興建新的廠房、培訓新人、掌握

新的工法等。在這其中，高達 90%都是全新的投入，

都需要大量資金。此外，土地的限制、最初階段國外

廠商的競爭，一路走來可說是困難重重。尤其在離岸

風電發展之初，國內銀行及保險公司對此產業大多既

不熟悉也無信心，幸好隨著世界對綠電需求持續增加

的趨勢，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動及鼓勵，才慢慢逐漸減

輕了銀行對此產業融資與放貸的疑慮。

開創事業就是靠決心跟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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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您是國內廠商參與離岸風機技術的先驅，
覺得台灣有無尚未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
可以如何突破？

A   目前台灣在供應鏈方面存在一些挑戰，若欲推動
產業更加蓬勃發展，我認為中南部企業有必要加入供

應鏈體系，讓離岸風電的製造能從南到北有一連串的

生產線，增加生產能力，讓台灣在這個領域創造出更

好的成績，走向國際。但現階段，超大型鋼構無法在

陸地運輸，而海運費用高昂，初期投入成本亦居高不

下，這可能是中南部企業難以進入的幾個原因。同時

也希望政府對促進離岸風電落實本土化的政策能持

續，以在未來可見全球供應鏈不足的情況下確保國內

綠色能源建置的自主性。

對於那些欲參與此產業的企業，我希望能傳達台

灣已在此領域取得領先成就。我鼓勵大家大膽投身此

產業，攜手一起成長，共同推動台灣離岸風電產業持

續發展。

Q  您為何會有投資高級工業學校的想法？
原因為何？

A   除了目前政府強調的本土製造，我更期待人才也能

實現本土化。因此，我投資了桃園的成功工商，積極

擴充招生，這並非為了追求學校更大的利潤，而是為

了培育年輕學子。我們從高中一年級開始培養，若他

第一批國人自製的 Jacket Tower

們對學習有熱情，我們就引導他們持續升學，並考取

國際認證的執照。如果有學生對書本不感興趣，我們

就培養他們成為技術一流的銲工，再逐步培訓他們成

為訓練導師，可以訓練更多年輕人投入。

另外，我們也積極招收海外僑生。這是因為我們計

畫未來在國際商業領域發展，預計在海外設立工廠。

然而，要在東南亞等地與其他國家競爭，我們並不擁

有充足的人力和土地等優勢。因此，透過培訓僑生，

我們希望能夠在未來讓他們選擇在台灣工作或回到自

己的家鄉工作。這兩種選擇對我們來說都將帶來很大

的幫助。

Q  如果要給年輕人或是後進說一句勉勵的
話，您想說什麼？

A   若要我鼓勵年輕人或是後進，我想說的是：在人生
的旅程中，困難和挫折是無法避免的，但關鍵在於該

如何應對不同的挑戰，無論遇到多麼艱難的局面，都

要保持著對夢想的堅定信心，毫不氣餒。每一次的挫

折都是通往成功的步驟，每一滴努力的汗水都是成長

的痕跡。記住，追求目標的路上或許會曲折難行，但

只要有毅力和耐心，勇敢地迎接挑戰，最終的勝利將

會屬於堅持不懈的人。「永不放棄」，始終都是我堅守

的信念，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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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鋼 -讚！

進門就可以看到世紀鋼的歷史牆 賴董事長親自解說世紀鋼的發展史

賴董事長回贈紀念品宋裕祺理事長致贈紀念品

後記

專訪過程中，我們有幸與賴文祥董事長分享了他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對離岸風電領域的獨特見解。

他的貢獻對於台灣離岸風電的發展不可小覷。

「永不放棄」，是賴文祥董事長一直秉持的座右銘。這個信念伴隨著他的整個成長和事業發展，成為

他突破困難和挑戰的動力。正是因為他堅持不懈的精神，他才能夠克服各種困難，走到今天的成就。

在離岸風電領域，賴董事長也表達了對於更多企業參與的熱切期望。他認為離岸風電不僅僅是一個

商業項目，更是台灣共同的使命。他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企業投身其中，共同努力，以確保這個領域的

可持續發展。他表示願意分享自己的專業技術和經驗，以幫助其他企業在這個領域取得成功。

賴文祥董事長的故事和見解都彰顯著他對於台灣離岸風電領域的熱情和實踐。他的座右銘「永不放

棄」在他的人生和事業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並啟發著更多人去追求卓越、創新和可持續的未來。

1983年從三個人的鐵工廠起家那個人就是我 1994年台積電第一座廠房 2009年當選第 32屆青年創業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