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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小到大我不是一個功課

很優秀的學生，相反

的，我的成績還曾經倒著數比

從前面數來得容易找到，要談

求學經驗似乎不是很有說服

力，但後來又想想，也許這些

以前我在求學上遇到的失敗與

挫折，可以給以後的學弟妹當

借鏡，對他們還能有一些幫

助。

父親：「多讀一些書將來

才容易出人頭地」

自從我開始求學以來，家

人（尤其是我父親）就一直灌

輸我一個觀念，就是「多讀一

些書將來才容易出人頭地」，

父親甚至寫了一段話給我當座

右銘，即「工作不忘讀書，讀

書要立志考試，唯有通過考

試，才易出人頭地。」也就在

家人這樣的觀念下，從小父母

親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關心我

的功課。但誠如我前面所說

的，從小到大我的功課其實並

沒有相當突出，在班上的成績

通常只是排在中間而已。在所

有的科目中，我比較擅長的是

數學，最差的是國文，至於其

他學科，跟班上的同學比較起

來，只能說表現平平。

 高中，不想念自然組的關

係，我選擇讀社會組。高中成

績還是不好最關鍵的原因是，

除了沒有將應該念熟的念熟

外，還有就是練習題做得太

少，以致於每次考試時，尤其

是考選擇題，常常有模稜兩可

的感覺。我常想，如果時間可

以回到高中時代，除了要將課

從一知半解到讀出
樂趣的經濟學研究
生かじりから学ぶ楽しみまでの経済学研究 
From Having Little Comprehension of Economics to 
Enjoying Economic Studies

文‧圖︱潘仕剛（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博士生）

國經所是中正大學的標竿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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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讀熟外，還要多做一些題

目，因為多做題目可以幫忙找

出讀書的死角，找到死角後再

補強比較不懂的這一部分，這

樣就可以將課本的內容與練習

題融會貫通，考試的時候就能

得心應手，我想我高中的成績

必定會不一樣。

經濟學與生活息息相關

大學聯考後，基本上依照

自己的興趣與強項填選志願，

因此我就考上了中正大學經濟

系。上大學之前，我對經濟學

在學些什麼一知半解，且聽說

經濟學並不好念。雖然發現經

濟學的確不好念，但其實與我

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若是將

課本學到的東西與現實生活相

結合，經濟學其實是滿有趣

的。很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行為、現象或政策等等，其實

背後都有其經濟意義存在。也

因為這樣讀出一些心得，決定

再報考研究所。

產業經濟成為我研究與持

續深造的議題

上了研究所選擇攻讀產業

經濟。我的指導教授崔曉倩老

師希望我用心觀察日常生活中

的經濟現象，並從這些現象中

尋找一些有趣的議題，並與課

堂所學到的東西相結合。因

此，碩士論文

探討是有關國

內行動電信業

者 （ 中 華 電

信、台灣大哥

大與遠傳）願

意採取手機搭

配門號策略之

研究。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

是，行動電信業者皆採取手機

搭配門號的策略對於提升業者

的利潤、消費者的效用與整體

社會福利水準都有正面的幫

助。

 或許是因為在寫碩士論文

時發覺經濟學有趣的地方，在

老師與家人的支持之下，我決

定繼續念博士班。在過去的3年

半裡，我大約利用3年的時間，

將所有學分修完與學科考完，

目前正為我的博士論文努力。

而我博士論文的方向仍然是做

產業經濟這部分，有一部分是

延續我碩士論文的議題。因為

我們所上規定博士論文需要3個

議題，目前與老師討論的初步

結果，整個博士論文基本架構

是兩篇理論的文章與一篇實證

的文章。◆

潘仕剛

屏東縣屏東市排灣族，1979年

生。中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中

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碩士、目

前就讀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

博士班。主要研究方向是商品組

合的行銷策略與垂直整合對廠商

利潤與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

經濟學不好念，但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很多我們認為理所

當然的行為、現象或政策等等，其實背後都有其經濟意義存在。

潘仕剛與指導教授（崔曉倩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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