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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崩壞的世代興起美德 

談—「美德」的經濟學 讀後感 

吳家禎 

 

壹、 前言 

廣播傳來縱貫線的歌聲，道出現實與無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

世間……，道義放兩旁，把利字擺中間。」1，手中捧著美德經濟學一書，

咖啡杯旁的天下雜誌斗大標題寫著：「三億憤怒青年，失業世代的危機」

2，電視放送著：22K、高房價、窮忙世代、毒澱粉事件……等。這是一

個崩壞的世代，無庸置疑! 

然而，我在街頭巷坊中也看到美德無所不在，陳樹菊女生樂善好

施；免費輔導弱勢兒童的社區課輔班，以及汽車維修店老闆的正直與樂

於分享，處處都發現美德存在於普羅大眾之中。越是險惡的環境，才能

看出美德是塊如此瑰麗的珍寶。 

仔細想想，「美德」似乎離我們好遠，但又好近，難道為人生存法

則只剩：「厚而無形，黑而無色」3，美德淪為受忽略的名詞，而非動詞，

成為教科書中的筆戰與空談的論調；話雖如此，本書卻強調美德的力

量，那是每個人心中衡量事物的一把尺。尤其在商業裡，美德更是企業

成敗的關鍵，而整個商業領域又是目前國家社會重要的運轉機制，因

此，美德之於商業，主導著國家的興衰。作者提到歷史上重大的經濟危

機，如經濟蕭條，金融海嘯，全部都有賴美德來扭轉危機。 

本書說明美德的展現是國家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弭平社會不公不義

的力量，大至公司之中的企業家，小至一個銀行行員，甚至是餐廳的小

工讀生，倡導人人皆是美德的展現者，將美德落實於職場上，打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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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有望、有愛的全新世代。 

貳、 摘要與重點 

筆者將其歸類為四大部分(圖 1)：認清人生的呼召(導言與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商業(第二至四節)、美德的商業(第五至七節)與美德的實踐

(第八至十節)。本書使用大量的實例，同時採用學理觀點，闡述美德、

資本主義、經濟、宗教等方面關係，讓讀者更加肯定美德的重要性。 

     

圖 1：筆者分段簡述本書 

 

一、 認清人生的呼召 

(一) 導言—豐未必足 

人若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4

這句話適用於所有重視內在生命的人。 

作者強調呼召就是要付出心力，並且在過程中展現操守，

不是由多少財富來衡量，而是在眾多考驗中始終沒有悖逆起初

的呼召。本書也環繞著以從商做為生命呼召的主軸，透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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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故事，闡述商業之於人生、更擴及到美德的展現。 

(二) 何謂呼召—呼召的經濟學 

呼召源自於宗教的概念，英文 calling，甚至德文 Beruf，都

具有「神所賦予的職責」之意。如何真切的分辨呼召呢？呼召

有兩大條件與四大特徵(圖 2)，同時提到呼召中，內含扶弱脫貧

的特質。 

 

 

       圖 2、呼召的兩大條件與四大特徵。 

 

作者以自己為例：終身目標成為神父，最後認清自己的呼

召，毅然放棄過去十二年的累積、預備。這是一段沉寂的歷程，

充滿痛苦與掙扎，看似殘酷，但呼召有時候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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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歸納呼召為：「找到個人命定的道路，於人世有所助

益，並做出了捨我其誰的貢獻－這條人生路將會走得特別好、

特別喜樂。」 

二、 資本主義的商業—闡明道德與商業的關係 

(一) 鮮為人知的商業事 

鮮為人知的商業事就是：社會菁英與工商業界參與宗教的

比例最高(圖 3)；以及道德和日常生活是相連的，而非淪為宗教

用語；民主也有賴於實踐美德的企業才能進步，商業有美德的

實踐，才是民主制度成長的良方。 

 

 

圖 3、截自《美德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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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道德密不可分，然而，事實是道德和世間大眾的生

活應該是彼此相連的，絕對不僅限於宗教。宗教與美德不是私

事，應該展現於生活中，讓外人知道，越是彰顯美德，人類才

會越發相互扶植並於內心深處建立聯繫。 

(二) 呼召內含嚴肅道德實踐—扶弱脫貧 

安德魯˙卡內基創造財富，提供就業機會，這樣的機會又

再創造出更多的機會與財富，是扶弱脫貧的實例。卡內基「鼓

勵世上的富人透過散盡錢財，助濟貧苦大眾勤勉發揮才智脫離

貧困。」 

作者鼓勵讀者，不論目前職業為何，都應該視其為「不可

或缺」的職業，更省察自己在這樣制度下(資本主義)有何等恩

典，以激發出更好的自我人生反省。 

(三) 有益於貧苦大眾、有益於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彼此綜合，對於一般百姓而言，會有

較大的平等保障，也是目前為止普遍認為是較佳的配對組合。 

但是，資本主義到底是甚麼呢？ 

作者歸納出：資本主義必須搭配合宜的政治體制和相稱的

道德、文化，並且支持人類進行經濟的創造活動，同時保護智

慧創造與發明，讓人人都有創造經濟價值的機會權利。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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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有助於大眾脫離貧苦，貧苦階層從中找

尋機會，向上流動，躋身於中產階級甚至更高的地位。 

「資本主義可弭平嫉恨」。作者舉例：有一對始終單身的姊

妹，直到兩人都六十多歲，但因彼此興趣、人生觀不同，兩人

身價相差懸殊。只是，兩人有因此嫉恨交加嗎？沒有，正好相

反，兩人都對雙方惋惜，感到雙方真的是太神經了。這就是資

本主義，看似不公平（最終財富不均），卻又很公平（雙方價值

觀閱歷不同，且引以為傲）。 

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帶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需要品格

與道德的堅持與實踐作為代價，以維持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

社會(圖 4)。 

 

 

圖 4：說明資本主義需要美德的實踐，才能確實有益於民主，益於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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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德的商業 

(一) 現代都會之道德 

作者提出現今社會道德尚有需要突破的障礙，像是：媒體

與高尚文化及學術界的障礙(圖 5)。 

 

 

圖 5、舉例社會道德障礙與作者相應之道。 

 

「商業活動的磐石就在德育。」目前道德和人格教育已經

不是教育的主軸，造成家庭中，重視子女德行的父母已感到孤

立無援，雇主也會越來越不容易找到合格的員工，使得企業與

社會無法成長。 

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對於國家社會的影響極大，一名諾貝

爾經濟獎得主說：「日本人的工作倫理之於日本經濟，何價？」

答案是：「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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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德育、人格的用語，之於自由社會、或於國家

經濟終究是不可或缺的根本，甚至根深蒂固到「平庸乏味」。所

以，唯有極力將美德力行，才能夠促使世人追求出眾、卓越，

享有出類拔萃的福祉。 

(二) 商業三元德 

本章為本書精要：商業三元德：創造力、組織團隊的能力

以及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也是事業體內從上到下，所有人員

必備的品格(圖 6)。 

 

圖 6、商業三元德，在角色間相互連動，各階層視為一體。 

1、 創造力： 

創造力就是人類獨有特質。過去歷史中，土地一度是生

產的重要要素，再來是資本，誰擁有龐大資本，誰就掌握龐

大的生產要素。如今，這些因素漸漸都被人類的知識取代。

以日本為例，日本是個天然資源匱乏的國家，然而，具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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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組織才能、同時察覺並滿足人類的需要，因而強盛。 

商業體系(資本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創

業」。創業本身，就是一個發明、發現、並可能是創新。創

業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爆發力的財富源。 

2、 組織團隊的能力： 

資本主義的最大貢獻在於獨立於政府的民間私營的「營

利法人」團體。目前所有的貨品幾乎都是集合眾人力量，對

全體人類提供服務。商業便是集體活動的行為，如此更可以

證明：資本主義不只關乎個人，更關乎創造性的團體。 

3、 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 

作者以故事說明「看法」與「現實」，說明商業中經濟

局勢的詭譎的模糊與不清，必須具備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

才不至於誤入失敗的險境。 

故事是這樣的： 

黑夜濃霧瀰漫，戰艦艦長看到前方的燈光，便詢問艦員其航向。 

艦員回答：「直直向我方戰艦前來。」 

艦長馬上號令：「要求貴船轉向十度。」 

對方隨即回覆：「建議貴船轉向十度。」 

艦長見狀，怒由心生，再次下令：「本人官拜海軍上將，本艦也為戰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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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給我轉向。」 

對方隨即回覆：「本人僅為二等兵，身在燈塔，建議貴船轉向十度。」 

於是，戰艦隨即轉向。 

    

 人總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看事情，往往看不清「現

實」，而不斷的堅持自我「看法」。不過，事實終究是事實，

戳破主觀的錯覺，最終顯示出真相。所以，商業界中，必須

保持：看清真相，同時不斷的修正，才可以常保務實精神。 

企業以行動為方向，行動需要目標。達到目標需要策

略，策略需要戰術，都要以實事求是的務實能力評估所有環

節，也需要眾多的品格才能達成。 

(三) 企業責任七加七 

企業追求成功必須符合道德的標準。盈利是公司的重要關

鍵，但還要將倫理和人的因素列入考慮。企業體是一個經濟會

社，不同於國家、社福機構、家庭，必須有其明確的責任。作

者分為內外兩類，各七大責任，攸關個人與企業，值得仔細省

思，戮力實踐 (圖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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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作者提出企業責任七加七 

四、 美德的實踐 

(一) 商業和人權 

過去，中國政府對於人權的漠視，面對外來企業採用「好

好做生意，其餘閉嘴」的方式，切勿干涉中國內政。從企業角

度來看，當然不希望企業成為外國政權對於人權、不法等罪行，

成為共犯；必須維持適度的道德距離，讓自身企業道德的標準

不致被詆毀。 

企業想要維持道德操守，也必須付上代價。從商的呼召，

就是要支持當地的法治政策，民主政治、道德理想的實現和信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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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一切更加美好 

主動的創造精神是一項美德，更是推動資本主義邁進的動

能。隨之而來的就是：讓萬事萬物更加美好的責任。作者再次

說明：企業對於當地社會應帶出貢獻與願景。 

目前社會有很多崩壞的現象(如美國遊民的問題)，已遠遠超

出政府單位的能力，解決之道只能回到公民社會的建制當中尋

找，唯有靠公民自己才能解決，企業也具有更高的責任以及影

響力，對發揮公益的效能，解決社會內部的問題。 

(三) 傾囊付出 

企業家應有奉獻精神，卡內基選擇以上天賦予其管理的長

才、遠見、想像力而擁有財富，應該一樣要用心規劃金錢給窮

人，將其效用發揮至極致，提升窮人上升的希望與美好的未來。

這樣的精神值得企業家效法。在此，作者提出七項捐贈(傾囊付

出)的原則(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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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傾囊付出的七項原則。 

   

作者深信：秉持公民自治的精神，投入慈善事業，便是自

由國家的榮耀。也鼓勵以從商為呼召的人，趁早體認從商的呼

召，是必須要付出心力，走一條具有奉獻藝術的道路，並且會

越走越澄明，越清楚這些體認。 

 

參、 本書評價與見解 

本書到底是談美德還是談經濟？在精讀後，體悟到這份美德經濟學

可在個人身上發揮，也更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是經濟社會中的美德學，

同時以大量的經濟、政治、哲學實例闡明論點。 

一、 對本書的評價 

想一窺社會、經濟、政治與宗教的知識，本書是絕佳選擇。雖

然作者的書寫方式會讓人抓不到頭緒，不清楚重點為何。然而，只

要掌握核心價值：談論美德的重要、從商是具有崇高使命的屬天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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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就可以輕易的發現，所有章節都環繞於此。評價如下： 

(一) 作者以宗教論點出發，循著宗教與人性的基礎，來論述從商的

呼召極為神聖 

人生有其使命與呼召，其中商業就是一種呼召，calling，

可翻譯為人生的使命。基督徒深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神對每個人都有其呼召，也是人生最大的使命。聖經說：「我們

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各盡其職，建立基督

的身體。」5表示每個人都具有獨特的特質，且必須克盡職守完

成工作。而工作是供給人類食物和住所的必要手段，也是每個

人發揮創造性能力的管道。在信仰的角度來說：工作是神給人

類的愛的禮物，帶給人類社會最大的具體貢獻。所以，每個人

的工作都極為神聖，具有強烈的道德使命感與其生命的價值。 

(二) 作者使用歷史、政治、經濟的實例，論證資本主義中的商業價

值前所未有，再次確立商業經濟於現今社會的價值 

作者對於資本主義提出諸多的辯證與實例，對於釐清社

會、經濟、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間的關係有很好的幫助。說明

資本主義具有許多優點，更是目前最好的制度。商業經濟行為

更是目前最佳的社會價值之一，從商之人若能具有良好的美

德，那就是國家社會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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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者以個人閱歷歸納具有宏觀眼光的商業三元德以及企業責任

七加七，點出美德在崩壞世代的重要性 

商業三元德可說是事業圓滿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使得這

本書儼然成為一本企管學書籍，更勉勵從商的人(我在這邊更擴

大解釋為所有的人)，須付起商業中的 14 大責任，幫助讀者能

仔細思考，自我反省，找出最佳改進策略。在這個世代中，面

對負面聲音，猶如是一盞明燈，指引方向。間接地，期許讀者

花時間精力，培養美德，以成就上蒼對於我們人生偉大的呼召。 

二、 對本書的見解 

本書譯為美德的經濟學，並沒有貼近英文書名：Business as a 

Calling: Work and the Examined Life，英文便可馬上看出來，作者希望

透過本書，說明從商是一種呼召，擴大到個人層面來說，可以將工作

以及不斷反思的人生視為重要的課題。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中文翻譯

為美德的經濟學，人人都應該具有良好的美德來完成手邊工作：人生

的使命，如此才能貢獻國家社會，造就美好的世界。 

然而，本書作者使用過多的篇幅陳述資本主義的哲學、歷史、經

濟、社會等的意義，證明資本主義對於民主制度的良好貢獻，有「欲

蓋彌彰」之感。也顯得本書沒有一條軸線，作者的思緒是想到甚麼寫

甚麼，有點可惜。茲將本人的見解簡述如下： 



  T&D 飛訊第 193 期           發行日期：103 年 06 月 16 日 

                        第 16 頁，共 28 頁 
      

 16 

(一) 作者站於美國立場看資本主義，可能會有所偏頗，而忽略國際

環境與不同區域及時空背景的影響 

美國被戲稱為「邪惡美帝」的經濟強權，眾人對資本主義

以負面印象居多，作者以美國角度看全世界，殊不知全世界不

等於美國，資本主義在作者眼中實行於美國，造就了多數人的

「曾經」均富，以及創造了無限「中產階級」(均富)。 

資本主義中有一派理論為「新基礎派」：說到美國經濟在

2010 年，前 1%的美國富人佔有 93%的整體財富，而在上次復

蘇元年的 2001 年，這一比例為 65%。與此同時，剩餘 99%人群

的實際收入沒有出現任何增長。這樣的數字說明資本主義，造

成極大的財富不均 6。 

反觀非洲，二戰後，各國逐漸獨立，非洲社會主義抬頭，

但實質上，西方列強仍然控制著非洲，造成非洲對於西方資本

主義的排斥，但又不得不低頭。所以在非洲各地產生了許多的

社會主義派別，其中不乏結合資本主義的政府與經濟制度 7。單

看經濟成長面而言，資本主義的確在非洲帶來經濟的成長 8。但

是國際局勢複雜，單由美國立場尊崇資本主義，可能也要三思。

筆者朋友口中說到：中國投資奈及利亞十分積極，其商業大城

Logos 處處可以見到中國人的臉孔。這樣的資本主義投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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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會是下一波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 9、 10。可見，打著資本主

義為名號的商業行為，不見得長期對當地產生正面利益，可能

是披著羊皮的狼，在諸多條件交叉影響下，可能不是全民得到

利益，反倒是一種掠奪。 

(二) 美德一頂華美的大帽子，冠於本書，將本書言論立於不敗的地位 

作者透過宗教觀點，將話鋒一轉，使用「美德」貫穿一書，

更將自己推升「立於不敗之地」。說明資本主義的商業價值，必

須要具備良好的美德，才能夠造就美好的社會，讓窮人得到良

好的照顧；反之，缺少美德，可能再多的資本主義，只是利益

與貪婪的擴張。所以，作者強調唯有不斷維持美德精神，資本

主義與民主制度才會彼此相互輝映，越顯明亮。 

(三) 作者明確提出商業三元德以及企業責任七加七，畫龍點睛 

美德是人人皆知的簡單詞彙，但是美德的這把尺卻因人而

異；在不同人事物上，美德可以說是難以定義。作者發揮務實

精神，明確地寫出三元德—創造力、組織團隊力、務實力，無

疑作了最佳的示範，希望讀者可以仿效而行，將三元德發揮於

職場之上。 

企業責任七加七，直指企業應該注意的要點，於內於外，

企業都有其應負的責任。同理，對於個人，企業責任七加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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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轉化為個人職場上，成為所謂的職場責任。舉第一點為例：

於個人可以視為：在工作崗位上，戮力且真誠地滿足顧客需求。

身為公務員應該站在法律權限下，盡力滿足且服務人民的需

求；作為工程師盡力將工程圖、用料、施工力求完善；甚至工

讀生，都應該克盡其職完成手中的工作。 

商業圓滿成功的三元德與企業責任七加七，對本書產生畫

龍點睛之效，也讓讀者感到猶如倒吃甘蔗，越能體會本書的精

要與價值。 

 

肆、 讀後有感—了解呼召，發揮三元德，發掘台灣新力量 

美德的經濟學，深入地說是要鼓勵讀者在職場上發揮美德精神，竭

盡心力完成工作，加入志工服務，幫助社會有需要的人。 

有感於本書精要，以商業三元德深入分享，由個人與宗教的層面切

入，發掘本書於職場上的啟發性及其實用價值。另外，融合自身經驗觀

察社會與國際體認，立足台灣看見自己的價值與能力。分述感想如下： 

一、 了解呼召，肯定自我 

古有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齊其家……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1 說明要成就大事，治理國家必須

要先認識萬物，了解自我。在職場中，每個人勢必會經過一段尋找

自我的階段—發現自己的定位。 

    聖經中，撒母耳回應神的呼召：「神阿!請說、僕人敬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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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出呼召的神聖，並展現謙遜且願意遵從的態度面對呼召，這份

態度極為重要。 

    認清呼召是需要時間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培養正確的工

作態度是絕對必要的美德。「就算站在對的位置也可能用錯的態度在

做事。就算站在錯的位置也可以用對的態度來做事。」可見態度改

變一切，態度決定工作的高度。 

    聖經記載：「我勸弟兄們……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自己也

就沒有甚麼缺乏了。」13 聖經寫得很明白，人人皆有實踐呼召的能

力，盡力從事職業，也避免好逸惡勞的怠惰生活，用工作來滿足自

我。倘若不清楚自我的工作意義與價值，那何來談論這個工作帶出

的貢獻與其中發揚出來的美德意義呢？ 

    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然而，有人戲稱「身在公門好休息」，

暗指公務人員金飯碗捧著，休息一輩子。公務員的任何決定都有可

能對眾人產生影響力，舉招標案件為例，小則數百萬新台幣，大則

數億新台幣，怎能不小心，不看重呢？ 

    當仔細想想「呼召」這件事情，可能人人都要肅然起敬，不得

不好好面對自己，對於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是否對得起上天賦

予你的使命？會更具有耳提面命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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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公務員，應該更加潔身自愛，以因循怠惰為恥，進取向上

為榮。面對身為公務員的偉大呼召，肯定自我，就是成功快樂的第

一步。 

二、 創造力，帶出新局面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提出：「創新是團體不斷壯大的力量泉

源。」14人說：「生命是一種創造而不是發現。」當每個人的生命都

注入一份創造的精神，那生命勢必多采多姿。 

創造力是國家成長進步的源頭。筆者曾長住美國，發現美國是

一個人才的吸收機，大舉向世界人才招手，產生每年龐大的科技研

究，高科技產業領先全球，帶來經濟繁榮，這點無庸置疑。 

再來看看泰國，光看教育數字，其 2007 年總人口數約為 6，700

萬人，15-17 歲的高中職註冊入學人數約為 1,002,839 人，佔該歲數

年紀的 34.8%；反觀台灣，2007 年，15-17 歲高級中等教育新生人數

為 959,865 人，佔該歲數年紀的 98.8%，看出台灣教育的深根，以及

推展知識的能力，因此才會發展出台灣電子產業的奇蹟，綠色矽島，

這就是創造的爆發力，是目前泰國無法比擬的，所以台灣人千萬不

應輕看自己的能力 15、16、17。 

    聖經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18，

也說到：「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19看出聖經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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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創新的重要。創新也不受限於年齡，端看每個人是否願意敞開，

讓新觀念與想法進入。聖經告訴我們將心意更新變化，面對這樣多

變的時代，隨時創造新局。 

    政府多年來不斷地推出服務創新、創造力教育計畫、企業創新

研發等方案 20，無疑是希望每個人在工作崗位上，思考創新的價值

與意義。若只守著：「官大學問大」的意念，成為「唯唯是諾」的公

務員，那就真的可惜了！ 

    記得多年前，有個真實的故事： 

政府單位中辦理最有利標評選，久久沒廠商投標，才知道業界

普遍認為這件最有利標評選是有「區域性」的，因為都由固定廠商

拔得頭籌。但這位用心的承辦人員，克盡職守，細心說明本次標案，

並且詢問早期的承辦人員以及過去廠商的績效，棄除得過且過的心

態，不認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說服詢問廠商考慮參加評選。

果真，承辦人員願意創新，調整心態，協調廠商與單位間的疑慮，

最終，其他廠商得標，辦理標案的狀況也十分良好，讓同事與主管

們誇讚不已。 

    這就是創新，打破既有的窠臼，開創新局，產生新的刺激，如

此團隊才能不斷的成長前進，所以，誰說小公務員不能有一番作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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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團隊的能力，小兵也能立大功 

    聖經十分注重團隊力量：「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

這人就有禍了！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擋他，三股合

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21「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

事。」22這就是團隊概念，彼此照應、扶持，共同維護團隊利益。 

    組織團隊能力的美德，包含了領導能力、統御能力、管理能力

等，但是，縱使領導者具有相關的能力，而團隊中出現害群之馬，

也會使得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人人必須各司其職，彼此配合才

能創造出最大的效益。。 

    以電影「斯巴達 300 壯士」為例，訓練精良有著高超的戰略計

謀的部隊，足以抵擋上千萬的波斯軍兵，僅因貪婪自私的士兵，內

神通外鬼，將團隊的罩門洩漏給波斯，造成整個軍隊防守線的頹敗，

輸了戰役。 

    合縱連橫也是，透過團隊合作，提升力量，蘇秦具備有組織團

隊的能力，輜重遊說韓國、魏國、齊國、燕國及楚國，建立合縱，

六國相互幫忙，使得秦國不敢出兵攻擊函谷關，初期抵禦了秦國。 

    顯見個人也是成敗的關鍵，具備維持團隊的能力，以致貢獻團

隊，產生助益。所以，不單單是領導人要有組織能力，在團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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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子都應該擁有維繫團隊的心志與能力。 

    公務體系中，職位都一定有其任務編組，這就是團隊之所在，

絕非個人秀。以試驗單位為例，每個研究員都有其專業的領域。植

物分類學者，需要藉由分子生物學基因鑑定的學者，提供更新的方

式輔助分類；農產運銷更需要市場行銷學者提出良好的產銷通路。

這就是團隊合作，彼此協助、誠信、慷慨，發揮愛的力量與美德，

讓工作更加的美好，順利，這就是團隊的最大化精神。 

四、 務實力，一步一腳印 

    二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23 古人做事

就知道要務實，腳踏實地，不然以管窺天，「務虛」罷了。本書提到

的務實，讓我想到「要做就得玩真的」24 一書：企業應培養務實的

風氣，如此就能產出優良的產品與服務，並且創造業績。如果缺乏

務實力，企業團隊遠大的理想就化為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每個人

的目標也緩慢前進，甚至停滯不前，所以說，務實作風是員工的發

展之需、企業的活動順利進行之需，也是整個社會的持續進步之需。 

    務實就是「了解實際情況，認定責任與本分」，也就是所謂的「現

實」。人人都必須認清現實，認定責任與本分，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

好高鶩遠，不切實際的行為出現，避免行政組織的內耗與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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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政府普遍被大眾認為具有「紅包文化」、「關說」、「多做多

錯，少做少錯」、「推諉塞責，畏難規避。」等偏差的風氣之下，導

致公務人員極易感染「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的陋習。 

    幸而，近年來政府深切體認政令之宣導與行政業務之落實需靠

務實型公務員的推動，推動創新服務，以民優先、以民為重，甚至

有電話禮貌服務的考核，讓公務同仁感到務實的重要。公僕、公僕—

公務員本以服務為本，不論位階多高，發揮專業之餘，更應該體察

民心。 

    但是，目前台灣政治、社會現象令人擔憂，社會大眾抱怨不信

任政府，政府空轉之言詞四起，雖然每個公務員普遍都盡忠職守，

夙夜匪懈，忙碌不已。但是對於整體國家政策朝令夕改，停滯不前

之感頗深，應該再次檢討，大澈大悟，再次發揮務實精神，持續帶

領台灣人民，突破僵局，向前邁進！ 

 

伍、 結語—一位 7 年級公務員的鼓勵 

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7 年級生， 

被稱為草莓族的那一群人。 

我，原本當完兵退伍後，打算領取 22K， 

卻給自己一個挑戰，選擇進入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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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滿懷著感恩，憑著努力，進入公門 

隨著 2008 年金融風暴了來臨，7 年級生成了新一代的窮忙族， 

我，也在這洪流中力爭上游……相信美德擁有無限的力量……. 

     

回憶兒時，德、智、體、群、美，五育，是我們均衡發展的重心，

其中強調以德育掛帥，最為重要。洪蘭教授說過：「有德有才是上品，

有德無才是中品，無德無才是庸品，無德有才是毒品。」但是，美德的

觀念，在現今的台灣社會已經越來越少聽到了。看完本書之後，想給公

務同仁們分享激勵，肯定自我、實踐生活美德，主要有兩項實踐： 

一、 公務員的志工服務： 

公務員生活穩定是項極大誘因，可以利用下班的時間，服務

社會，做志工。社會中有很多志工服務的機會，筆者喜歡在教會

中做志工，關懷周遭的朋友、探訪老年人、中輟生陪伴、青少年

輔導工作，都是甘心奉獻的。做志工至少有如下的好處： 

(一) 學習感恩的美德，讓生活充實 

(二) 增進家庭生活品質、教育孩童 

(三) 擴展視野、時刻面對挑戰 

人們常說：幫助別人，得到最多益處的是自己，公務員不妨

利用公餘時間，熱心社會，付出關懷，這也是諾瓦克書中提到的

服務社會是展現美德的絕佳表現，是國家社會的大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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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肯定公務員是國家社會穩定的力量： 

近日來，公務員面對社會檢討的聲浪，被要求「齊頭式的平

等」。正如本書提到「嫉恨是民主社會最大的破壞力量」、「一味的

要求平等，是邪惡」，產生社會階級的對立，這些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身在公門的我們，面對此聲浪，自我檢視之餘，那就應

該給予自我肯定。目前，公務人員人數約 34 萬人，由於有相對穩

定(薪水、工作、時間等的穩定)的特性，造就此 34 萬人成為是國家

社會穩定的力量，試想如果所有的公務人員跟私人企業相同，變動

性大，那社會就缺少穩定的家庭、穩定的經濟力，影響層面之大，

不難想像。 

    因此，鼓勵公務機關的同仁，萬念由心生，人生的造化也由自

己決定，切莫輕忽身為公務員的角色，有自信且積極地散發美德的

光芒於個人、於家庭、於工作、於國家，這樣，您我都是國家社會

進步的力量。 

    同時，也對所有積極努力工作，發揮美德的台灣人，獻上最深

的敬意：台灣的未來，就靠您我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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