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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賢（1960 年 6 月 25 日－），生長於台灣花蓮。台灣企業家及慈善工作者。1990 年創

立華碩電腦，現為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董事，媒體常引用童子賢語

錄作為新聞標題。 

華碩時期 

童子賢台北工專畢業之後，便在宏碁電腦擔任工程師，因開發中文電腦獲專利而升為主任。

1990 年春節過後，童子賢、資深專員謝偉琦、廖敏雄及徐世昌專員四個人向宏碁董事長施振

榮辭職，開始創業為主機板廠商做技術服務。1992 年 11 月童子賢邀請從前宏碁電腦副總施崇

棠到華碩擔任總經理及董事長。 

創業初期堅持「不求大，先求好」原則，大客戶曾要求短期交貨供應俄羅斯千片主機板，然

而廖敏雄極力反對堅持須先經 500 片測試片保證品質後才能交貨。儘管山汶聲明不必測試，

華碩團隊還是集體決定拒接這筆大單，甚至推薦競爭對手接單。486 主機板剛開發出之時，

與英特爾結為夥伴之後，不僅可優先取得新微處理器規格，還可優先拿到雛型版本進行研發，

率先掌握市場先機，可領先同業推出新一代主機板。 

2001 年引導華碩電腦切入筆記型電腦產業發。 

和碩時期 

童子賢 29 歲創辦華碩，40 歲催生華碩工業設計部門，2007 年 6 月 27 日 48 歲成立華碩代工和

碩聯合子公司
[1]
。華碩與和碩

[2]
分割成兩個獨立公司，並在 2010 年 6 月 24 日台灣證劵市場上

市公司掛牌交易，童子賢任董事長
[3]
，離開華碩經營團隊。 

2011 年和碩分家後上半年連續兩季出現虧損
[4]
，當年年底宣布完成轉型，營收比 2010 年增加

13%
[5]
。2012 年期望挑戰四成以上營收成長

[6]
。 

童子賢於和碩提出價值溪流與類似 3M的概念，主導以多元化的設計服務與代工生產的方式，

跨足不同領域增加集團的競爭力。陸續與 誠品合作推出一系列 PEGACASA 精品文具、家電

品牌廠的豆漿機、晶碩子公司的隱形眼鏡等，不以終端品牌自居，而是以 Design by pegatron

的概念。 

和碩時期設計理念 

童子賢於 2008 年帶領專業經理人與幹部至和碩後，開始大刀闊斧改革 OEM 和 ODM 整體代工

體系的體質與創新整合服務。童子賢認為，代工的含意應該擴大引申為設計服務，所以如何

將優質的設計與成本做最佳的整合是新時代的設計理念，也是完全設計時代的來臨。 

人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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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曾公開推崇童子賢為他的貴人，誠品書店 1989 年創立後虧損十多年，

一直到 2004 年、2005 年才開始有小額盈餘。吳清友說：「童子賢先生跟我說，店儘量開，賠

錢不要緊。」 

童子賢對文學推廣的熱情除了長年贊助藝文團體外，也尋求合適贊助的影像團隊。在幾經討

論與企畫下，2011 年藉由目宿媒體的陳傳興教授的規畫與協助，由台灣六位知名導演以「他

們在島嶼寫作」為題，拍攝一系列文壇大師的紀錄式文學電影，包含周夢蝶、余光中、楊牧、

鄭愁予、林海音、王文興等系列紀錄片。 

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董事期間 

2014 年 4 月 2 日針對公視臨時撤換誰來晚餐-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專訪，改為高凌風專輯綜

藝節目的作法，他直言「我很生氣！」，並批評這是懶惰跟愚蠢的思維造成的！他表示他後

知後覺，看到《蘋果》報導才知道，已發函公視董事跟主管，要求做此決定的人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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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賢 

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 

2007 年 6 月 27 日 - 

英文名 Tung，Tzu-Hsien 

性別 男 

出生 
1960 年 6 月 25 日（55 歲） 

臺灣花蓮 

國籍 中華民國 

配偶 石明芳 

學歷 

• 台北工專電子科專士 1980 年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腦通訊與控制研究所碩士 2000 年 

 
經歷 

• 華碩電腦總經理、副董事長 

• 永碩聯合董事長 

• 景碩科技董事長 

• 佳能企業常董 

• 海華科技董事 

• 宏碁電腦主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A0%E5%93%81%E6%9B%B8%E5%B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6%B8%85%E5%8F%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A%B0%E4%BE%86%E6%99%9A%E9%A4%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9%A3%9B%E5%B8%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7%8C%E9%A2%A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B%A5%E5%AD%90%E8%B3%A2#cite_note-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7%A2%A9%E8%81%AF%E5%90%88%E7%A7%91%E6%8A%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華碩時期
	和碩時期
	和碩時期設計理念
	人文藝術
	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董事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