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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2014

2015 ETC

2015

馬丁 • 尼莫拉（Martin Niemoller）說：

「當納粹黨來抓共產黨的時候，我沒有站出來為他們說話，因為我不是共產黨；

　當納粹黨來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來為他們說話，因為我不是猶太人；

　當納粹黨來抓工會的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來為他們說話，因為我不是工會的人；

　當納粹黨來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來為他們說話，因為我是基督徒，不是天主教徒；

　當納粹黨來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站出來為我說話，因為他們都被抓走了。」

我說：

「因為相對容易，我們選擇沉默，同意其謀、默許其行；

　因為欠缺勇氣，我們選擇對「房間裡的大象」視而不見；

　然而時間會見證一切，沉默終將付出代價，

　社會學告訴我們，何以沉默與犯罪同謀。」

1　衛生福利部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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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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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

圖1　關懷人生百態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一、政治人生：利他世代　荊棘密布的公民之路



4

2015

二、性別人生：女力崛起　挑戰玻璃天花板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15

4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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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三、勞碌人生：魯蛇與溫拿　階級凝視的暴力

Loser

2 2013

Winner

2016

          圖2　魯蛇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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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緣人生：激情過後　社會排除依然存在

3

　　  圖3　街友議題
　　  資料來源：TVBS新聞台、三立新聞。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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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2011

•

2016 3

5

4

          圖4　乙武洋匡事件
          資料來源：朱學恆Faceboo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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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五、另類人生：眼見不一定為憑　我思故我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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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2014 10

D’Augelli 2003

2009

5



10

圖5　認識同性
資料來源：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16）。

6

圖6　開放同志伴侶戶政註記時程表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20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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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0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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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 2015 2014-2015 

https://musou.tw/topics/29

2. D'Augelli, Anthony R. (2003). Coming Out in Community Psychology: 

Personal Narrative and Disciplinary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3/4), 343-354.

3. 2009

4. 2011 85

5. 2013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3/11/28/changhenghao/

6. 2016 PTT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8669

7. 2015

82 44-46

8. 2015 https://

twstreetcorner.org/2015/02/03/youmeihui/

9. 2016

http://hotline.org.tw/boo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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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14

Global Risks 2014

10

 

Joseph E. Stiglitz

2001

Freef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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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contents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Linda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3 10 1 1

1%

1% 1% 2 2 8

3

9 10

3

一、美國貧富差距漸趨擴大

1% 99%

（一）低所得者財富大幅流失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1% 90%

1980 2010

1% 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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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圖1　1980年至2010年最高1%人口及最低90%人口財富分配變化
資料來源： Era Dabla-Norris, Kalpana Kochhar, Nujin Suphaphiphat, Frantisek 

Ricka, and Evridiki Tsounta. (2015.06). Cau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二）富人所得快速成長

economic inequality

Lorenz Curve Gini’s 

Coeffi cient

2008

2011 9 17

1% 99%

40%

2

                      圖2　美國近年來吉尼係數變化走勢
                      資料來源：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711452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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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貧窮人口增加

2012

20 5

3

                      圖3　2012年美國家庭年所得戶數分配情形
                      資料來源：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 4711452871.pdf。

二、分配不均負面循環

2 8

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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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圖4　市場或政府失靈惡性循環
    資料來源：自行繪圖。

（一）經濟成長低落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4 Does 

income inequality hurt economic growth? 20

OECD 0.3

0.35% GDP

8.5%

（二）民間消費力道不足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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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體制崩壞

三、市場失靈？政府角色﹖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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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財經理論淺顯易懂



20

二、問題核心在於不患寡而患不均

 

三、解決藥方著重所得重分配政策

（一）部分學者主張下滲式經濟學

trickle-

down economics

（二）史迪格里茲核心理論為所得重分配政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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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2013 3

Inequality vs growth

 

4

一、租稅策略－租稅公平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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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富人稅」，強化量能課稅

4

1,000

45%

（二）「房地合一」所得稅，落實居住正義

105 1 1

（三）「奢侈稅」，改善所得分配

100 6 1

105

1 1

二、社福策略－挹注財源於弱勢族群

（一）公益彩券盈餘與回饋金，照顧弱勢族群

45% 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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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優惠貸款利息，協助中、低收入戶貸款負擔

6

三、就業與薪資策略－增加就業，改善低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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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 2015 http://www.census.gov/

2. 2015

104

3. 2015 http://www.mof.gov.tw/

4. 2014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4711452871.pdf

5. 2011

39:2 243-276

6. 2014 http://www. 

3kirikou.org/recommend_detail.php?SerialNo=1107

7. Era Dabla-Norris, Kalpana Kochhar, Nujin Suphaphiphat, Frantisek 

Ricka, and Evridiki Tsounta. 2015.06 . Cau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6.

8.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Global Risks 2014. Ninth Edition. 

Retrievod fro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 GlobalRisks_

Report_2014.pdf

9. Trickle - down. theo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vestopedia.com/

terms/t/trickledowntheory.asp

10. Jonathan D.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 

2014.04 .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 OECD. Directorate for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2014.12 . Focus 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 Does income 

inequality hurt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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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2

1　
2　 22 2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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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

圖1　專準主義架構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Greg McKeown

Young Global Leader

Essentialism

20

 3

3　參專書1至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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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支柱一：「精」－談選擇的契機 4 

二、支柱二：「簡」－談選擇的勇氣 5

三、支柱三：「準」－談選擇的慣例 6

4　參專書5至9章。

5　參專書10至14章。

6　參專書15至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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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2　篩子與桶子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105 



29

「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論評一：「精」－理絡清晰，順理成章

二、論評二：「簡」－自我揭露，有血有肉

三、論評三：「準」－舉例佐證，饒富趣味

7    8 

11

9 Peter Drucker

7　參《聖經》創世紀41章。

8　參專書243至245頁。

9　參專書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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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Covey
10

11   

 12

Retinal Effect

一、反思一：成功的法則－論證薄弱，誠難定奪

8

6

1

10　參《與成功有約》135頁。

11　參《創造自己》28頁。

12　參《這一生都是你的機會》111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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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3

二、反思二：專準的謬誤－人非智賢，孰能無錯

Herbert Simon 1957

Bounded Rationality

 14

Warren Bennis

三、 反思三：人生的取捨－過於「專準」，可能「失

準」

13　參《一切都是誘因的問題》31至35頁。

14　參《做對決斷！》14至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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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ton Christensen 15

 16

 17

四、 反思四：文化的扞格－東方的「好」，不見得

「少」

 18

15　 參郭瑞祥《勇敢做唯一的自己》、李開復《我修的死亡學分》、克里斯汀
生與友人合著《你要如何衡量你的人生？》等書。

16　參《人生的四大祕密》168至174頁。

17　參《儒家修身九講》94、148頁。

18　參《誰說選擇是理性的》50至56頁、《西方憑什麼》450至455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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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9

五、 反思五：組織的職責－政府的「少」，不一定

「好」

 20

 21

19　參《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21頁。

20　 參孫本初等3人合著＜政府組織再造所面臨的挑戰與因應之道－公共管理
的觀點＞。

21　參蕭全政所著＜政府再造的基本精神：小而美或小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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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2

伍、結語：取捨之間－難以言喻的心領神會

23 

22　參中央社公告之總統就職演說全文。

23　語出清初文學家張潮所著《幽夢影》。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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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Victor Hugo

Charles Handy

24 

 25

24　參《大象與跳蚤：預見組織與個人的未來》95至118頁。

25　參《公務員快意人生》98至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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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5 

1

Essentialism

(Greg McKe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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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專準主義

（一）懂得選擇

（二）懂得分辨

（三）懂得取捨

二、精挑



38

105 

三、簡化

四、準確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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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反思生活



40

二、專準主義之適用限制

一、活化閒置公共設施

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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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工作及生活平衡─員工協助方案

102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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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養專準主義文化

9.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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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 2016

https://www.pcc.gov.tw/pccap2/BIZSfront/ FrontMenu.do?site=002 

&bid=BIZS_C10011050

2. 2004

http:// 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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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http://wlb.mol.gov.tw/

Page/ index.aspx

4. 2015 800

http:// 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9461.html

5. 2016

BuzzOrange https://buzzorange.

com/2016/03/09/school-time/

6. 2016

BuzzOrange

http://buzzorange.com/2016/ 03/10/school-time-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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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禮。」                                                       

 論語八佾篇第十七章  

 我們活在一個自以為自由的不自由時代。我們越來越像

實驗室的天竺鼠，被另外的強大隱形力量所左右。」

                                           南方朔（2002）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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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 

The Truman Show

A. Come

1830

social context

 2013 1-10

1

2015 54
3 

2　 南方朔為文「被操控的『反烏托邦』」刊載2002年3月11日中央日報第19
版，同時收納為「操縱大腦：行銷不能說的秘密」（蔡承志，2008：5-7）
乙書內的專文解讀。

3　 所謂「批判距離」乃指，在揭露社會問題時能夠抽離當下情境，用批判心
態看待事物的距離。易言之，批判距離能幫助我們建立不把任何事情皆視
為理所當然的心態，但又能貼近去瞭解所要觀察團體的經驗及意義。（黃
儀娟、齊力譯，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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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2011 24

圖1　「社會學」視窗之眼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一、 只要人民覺醒「當家作主」，臺灣民主政治大有可

為

1980 5 14

12 6

2 2016 2 4

92 4 

4　 包含各級民代首長選舉89次、罷免2次及公民投票1次（不含未成立案）
等，如同日合併各類選舉投票者僅計數1次，參閱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本
會簡介」/「本會大事紀」資料（網址：http://web.cec.gov.tw/ezfiles/0/1000/
img/149/165503729.pdf），檢閱日期：2016年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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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000

2005 2010

59 54.2 51.7

2013 9

二、 性別平權從裂解男尊女卑的性別刻板印象開始

高山青  澗水藍  

阿里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阿里山的少年壯如山  啊…」

張徹（1950）5 

5　 「高山青」創作者眾說紛沓，多數認為是張徹導演（一說鄧禹平先生），
但都不離在國民政府威權體制下，簡單化、制式化原住民形象，甚至把原
住民當山花來消費的心態（陳俊斌，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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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Y

Y

2002
6 2004

2009 3-23

2011 7 31

78 3,114 1 2,065

1.51

2011 3

6　 性別主流化是指在所有層級、任何領域內的有計劃行動，包括法律、政
策、方案等，診斷其對女性與男性的可能意涵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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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扭轉「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脈絡，把每個人

當人看

B

GDP 80

35-38 2013 20

GDP 65.1

social mobility

2013 390-391

John Dewey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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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7 

四、 除有形無障礙設施外，身障者亟待協助克服無形

「社會障礙」

1975

Helen Keller

7　 杜氏闡述教育本質為生活的參與、社會、成長及經驗的重組或改造，或可
視為自身的目的。（林志穎，2005：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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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32-34

五、 「矯情人生」為個人自律的必要之惡，「矯情企

業」則可能游走犯罪邊緣

2012

2009 1 2014 5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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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 問題脈絡仿如醫學顯影劑使病灶無所遁形，並得以

在此基礎上尋求解決方案

二、 社會脈絡多來個人價值觀的堆疊，可從公部門修訂

法令及改變個人觀念雙管齊下，二者互相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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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

Marilyn Lichtman

2. 2015 John 

Banmen

3. 2007

4. 2005 39

1 42-52

5. 2007

2007

6. 2009

26 4 3-23

7. 2011

28 3

8. 2013 Margaret L. 

Andersen Howard F. Taylor

9. 2013

2013

10. 2008 Douglas 

Rushkoff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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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1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稅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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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1　本書論點主軸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繪製。

一、有效激勵

（一）獎勵設定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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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框架設定

二、消弭歧視

（一）性別歧視

（二）身障歧視

2

2　 經濟學家蓋瑞（Gary Becker）研究指出，若只因不喜歡他人的種族、宗教
或性向，就反對或避免接觸，係敵意歧視；若完全基於金錢利益，即為經
濟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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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族歧視

Affi rmative Action

三、慷慨捐款

四、設定適當誘因 2

                       圖2　適當誘因 ─胡蘿蔔或金錢
                       資料來源：http://goo.gl/MlgpT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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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3

                                  圖3 發想應用面向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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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動力泉源

（一）學習

1

（二）工作

Two-Fact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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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三）減肥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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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105

17 21 3

BMI

二、人人平等

（一）兩性平權

4

                                             圖4　職場玻璃天花板現象
                                             資料來源：http://goo.gl/Zy7A3f。

3　 參「不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銷管理辦法」。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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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05

5

（二）少數族群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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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三、樂善好施

四、求新求變

104

Thinkers 5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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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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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圖5　誘因、變革、競爭力關係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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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書籍

1. 2006

2. 2010

3. 2013

4. 2013 (

)

二、期刊、論文

1. 2016 1476 81-102

2. 2016 10

1471 52-72

3. 2007

三、媒體

1. 2016 Zootopia

2016 3 4

2. Taiwan No.1 

 105 http://www.

mohw.gov.tw/ news/57165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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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102 4 22 1020029568

1　 衛生福利部科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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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2

5

5

J. Bruner.

J. Bruner.

一、專書梗述

2014

（一）第一部─政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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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部─性別人生

（三）第三部─勞碌人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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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四）第四部─邊緣人生

（五）第五部─另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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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F  JURISPRUDENCE

一、第一部─人事菜鳥大哉問

102 4 22 1020029568

二、第二部─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

acetyl-CoA ADP

NAD+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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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三、第三部─如何做？運用大數據提升人事業務正確性

?

……

四、第四部─建立人事亭仔腳

（一）改良現有的人事服務網



74

（二）最好有專責單位負責推動

（三）專責部門需在文章審議過程進行中、結束後都積極配合

（四）文章多寡不一定是重點

（五）眾志成城，資源共享

（六）培訓跨領域人事人員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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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七）人事點子／問題平台

hacka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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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https://

twstreetcorner.org/2016/05/24/wanghongzen-10/

2015 30

2015 126 http://www.30.com.tw/article_content_27188.

html

2008

11 1 193-222

Howard Gardner 2014 5

559 1-8

2015 http://

blog.cw.com.tw/blog/profi le/256/article/2661

2012 1956-

2010 217 5-24

2009

http://www.feja.org.tw/

modules/ news007/article.php?storyid=385

2014 [ ] 

http://www.bnext.com.tw/ article/view/

id/34223

2016

http://blog.cw.com.tw/blog/profi le/614/article/2997

2016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 le/266/article/380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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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隆市政府科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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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4

Warren Berger

2

3

一、發問肌肉萎縮的成因

Frank Loyd Wright
4

2　 參考專書第20頁。

3　 參考專書第45頁。

4　 參考專書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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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好
問
題
，
大
智
若
愚─

《
大
哉
問
時
代
》
讀
後
感

二、復健發問能力的途徑

作者觀察許多發問者解決問題的過程，歸納出以下脈絡如表 1：
    表1  解決問題的過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5。

如果人們採用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這種思考

問題的形式，會啟動創造力活躍的右半腦，連結不同概念產

生多種想法；再利用聚斂式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引導

並聚焦在關鍵性的核心，經分析後運用問題做統合認知思考

（metacognitive thinking）6。作者進一步指出，為了確定自己

的提問沒有偏見或瑕疵，豐田工業創辦人豐田佐吉（Sakichi 

Toyoda）創立的「五個為什麼」7，藉由一連串的問題一步一步

深入找出根本的問題，讓筆者想到與蘇格拉底（Sacrotes）著

名的產婆式詰問法相似：問題猶如產婆，引導答題者釐清事實

並誕生出答案；有結構性的問法亦像是一條邁向根本原因的大

道，只需要循序漸進的思考。又相較於受同儕壓力的腦力激盪

5　 參考專書第55頁圖1-2解決問題的流程。

6　 參考專書第39頁。

7　 參考專書第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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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Ken Heilman

8

Chen-Bo Zhong

  9  

Mark Zuckerberg

Hacker Way 10   Prototype

三、活化發問思維的心境

Joshua Aronson

stereotype threat

11  

12    

8　 參考專書第147頁。

9　 參考專書第148頁。

10　 參考專書第165頁。

11　 參考專書第86頁。

12　 參考專書第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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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3

certainty epidemic 14   

Steve Jobs shoshin 15  

 16

Bob Sutton 17   

一、看見與觀察大不同

Charles Darwin

13　 參考專書第264頁。

14　 參考專書第112頁。

15　 參考專書第114頁。

16　 參考專書第115頁。

17　 參考專書第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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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kingbird Leroi, 2009

fi nch
18

Thomas Robert Malthus

30

Sir Charles Lyell

二、翻轉教育教學革新

18　 群島在以前是跟大陸相連接的，從大陸分離後，物種在各分散群島演化成
新物種，因此看起來相似的物種其實是不同的物種，後人爰將此雀鳥命名
為達爾文雀（Darwin’s  fi nche）。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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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

2016

Montessori schools 20   

 

三、架構零散美中不足

2 3

19　 參考專書第190頁。

20　 參考專書第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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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Philips
21

Airbnb Joe Gebbia

Brian Chesky 22

一、創意故事激勵人心

23

21　 參考專書第32頁。

22　 參考專書第122頁。

23　 參考專書第149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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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生活創意俯拾皆是

Albert Einstein

三、營造學習型組織文化

Peter Senge

Seng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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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8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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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1.Leroi, Armand 2009 Darwin's Lost Voyage[ ]

2.Senge, Peter. 1990

3.

http://udn.com/news/story/5/999351 

4. 2009

Walter Isaa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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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 】

2001

1

1　 彰化縣立北斗國民中學人事助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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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一、下滲式經濟學2 Trickle down economics

3

2010 20 17

343

二、尋租行為4 Rent seeking  

2　 參維基百科。

3　 參專書第44頁。

4　 參維基百科。



90

105 

5

ETC 3.4

6 20

 

三、不對稱資訊理論（information asymmetry）

Akerlof 6   

5　 參專書第75頁。

6　 安可洛夫1970年發表在《經濟季刊ＱＪＥ》的〈檸檬市場 The Market for 
Lemons 〉一文，被認為是研究資訊經濟文獻裡，最重要的一篇經典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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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7

6 15

360

98

50 10 25

17

1

7　 參張世忠＜諾貝爾光環加身，資訊經濟學成顯學＞《商業周刊》2001年10
月第7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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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台灣貧富差距創新高！1％比99%的戰爭
　　　　     資料來源：江小A。

一、對付貧富不均的重要武器「稅制」，失靈了嗎？

OECD

73 2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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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8

二、改善稅制結構補強漏洞

 

9

8　 參王伯達《預見未來》第209頁。

9　 參張翔一＜稅制怎麼改？前財長說真話＞《天下雜誌》2012年9月第5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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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8

7 GDP

5 10

GDP

三、資本主義的省思

11 Occupy Wall Street 2011 9

17 2011

Occupy 

Together

2

10　 參楊卓翰＜調升消費稅可補強稅制漏洞＞《今周刊》2015年5月第960期。

11　 參維基百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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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貧富差距已經是全世界共同的問題
                            資料來源：維基共享資源。

             

1 99

1

四、「巴拿馬報告」披露全球政商權貴藏富避稅

     

　　　　　      圖3 巴拿馬報告
　　　　          資料來源：IC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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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1.8 57

五、翻轉台灣，改變的力量在你我手中 

1

99

1

99 1

12

12　 參廖元豪＜揭穿99％的假面＞《天下雜誌》2013年1月第515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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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籍與期刊文獻

1. 2012

2. 2012   506

3. 2013 99 515

4. 2015 960

5. 2001

726

二、網路資訊

1. https://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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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 】

Circular Economy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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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ism

3



10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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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規劃階段：找出癥結，重新聚焦

sunk cost



102

二、政策執行階段：掌握關鍵，準確執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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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三、政策評估階段：持續評估，適時微調



104

1990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steering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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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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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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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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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Sociometric Badges 1

func

2

 

圖1　社會計量識別牌
資料來源：www.humanyz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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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手機感測系統funf
資料來源：《數位麵包屑裡的各種好主意》。

Albert Bandur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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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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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領域

二、 參與需要合作：共同設定團隊目標、參與工作活動並共享團隊

成就，使所有人有參與感，建立共識並樂意採納新想法。

三、 建立互信：「信任」是對未來公平合作互動的期望基礎，建立在

人際間的交流歷史上。直接合作互動的次數能準確預測並提升

兩人之間的互信程度以及透過社會網路可動員的資源或能力，

即「社會資本」。

綜合以上，社群中集體智慧的產生與實現過程，可以圖 3 表示：

圖3　集體智慧的產生與實現過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為了加速集體智慧的產生，社群網路誘因遠比個人誘因有效。

例如不採取「獎勵當月最佳員工」的方式，改為獎勵有較多好表現

同事的員工。

參、社會物理學在組織經營上的應用

社會物理學是一門量化社會科學，應用大數據技術研究資訊和

意念流與人類行為之間確實的數學關係。社會物理學幫助我們了解

意念如何在人際間流動，以及這種意念流如何決定企業、城市和社

會規範，影響其生產力和創造性產出。專書作者及其團隊針對組織

營運進行系列研究，得到下述成果。

決定群體表現的因素是對話輪替的均等程度與意念流的互動形

態。績效較佳的群體，其意念流的典型特徵為：

一、 主意很多：成員貢獻很多很簡短的點子，而非少數的長篇大論。

二、 密集的互動：持續有人貢獻點子並得到其他成員評論。

三、 主意很多樣：成員參與互動的程度相對平均。以圖 4 顯示效能

低下的互動形態與良好的互動形態對照。

 

三
個
臭
皮
匠
，
如
何
勝
過
ㄧ
個
諸
葛
亮
？─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潘
特
蘭
教
授
的
社
會
物
理
學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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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效能低下與良好的意念流互動形態
資料來源：《數位麵包屑裡的各種好主意》。

GD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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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5

 

          圖5　城市意念流量化模型範例
          資料來源：《數位麵包屑裡的各種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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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嚴謹，講究量化

二、跨域整合設計，創新思維

三、注重可操作性，力求實行

四、國政管理應用，尚待拓展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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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強化就學補助，增進軍民意念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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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拓展輔導民營企業就業管道，提升社會紀律文化

三、善用榮民醫院經驗及大數據，提升高齡醫學水準

3 12

60

四、妥善規劃就養社區設計，兼顧管理與創新需求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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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營退除役官兵社群網站，永續服務創新作為

HOW-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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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zh.wikipedia.org/

2. http://www.bigdatafi nance.tw/ 

3. http://www.npf.org.tw/

4.Govindarajan Vijay, 2011 Innovation’s Nin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05 July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hbr.org/2011/07/ innovations-9-critical -success.html

5. Bandura, Albert 2016 http://

blog.xuite.net/kc6191/study/ 22375433-%E7%8F%AD%E6%9D%9C

%EF%A4%A5 Albert+Bandura +-+%E7%A4%BE%E6%9C%83

%E5%AD%B8%E7%BF%92%EF%A5%81 social+learning+theory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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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8

《 》

( Essentialism

) (

)

 

1　 新北市政府消防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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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

55

5

一、源同災害管理概念

(Arnold et al., 2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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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災害管理風險評估簡易流程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二、追求卓越的開始

Malcolm 

Gladwel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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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捨才有得

二、學會說「不」 排除瑣碎的多數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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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2　左插圖多頭馬車效果不彰、右插圖精力集中以獲得卓越
　　  資料來源：《少 但是更好》。

40

一、「玩樂」與「睡眠」的重要



124

80

nap pods 3

  

圖3　打盹艙（nap pods）示意圖
資料來源： 取自http://www.quickonlinetips.com/archives/2012/11/ energy- pods-

power-napping/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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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煉專準人生

4

   

                                           圖4　專準主義核心思維模式圖
                                           資料來源：《少 但是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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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掘自己的天賦

34

5

    

                                          圖5　發揮個人天賦的思維模式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一、專準主義領導學

105 



127

「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Khoi Tu 《

》

 Steve Jobs

iMac iPhone

 

二、組織改造更需「精．簡．準」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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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正義的大哉問

CP

CP

1 30 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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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四、公部門也要「精．簡．準」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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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nold Margaret, & Dilley Maxx, & Deichmann Uwe, & Chen Robert 

S. & Lerner-Lam. Arthur L.  2005 .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global risk analysi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USA.

2. 2011 T&D

131 1-16

3. 2009

Malcolm Gladwell

4. 2016 34

Marcus Buckingham Donald O. Clifton

5. 2014

Khoi Tu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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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Google

Why What if

How

1　 國家安全局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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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圖1　問題與答案的價值趨勢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一、好問題的要件

Why What 

if How

二、好問題的價值

（一）「初心」讓視角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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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如果」讓想像奔馳

1948

2

                        圖2　解決問題的三大步驟：以商品條碼為例
                        資料來源：《大哉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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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踐」讓夢想成真

三、好問題的關鍵

一、好問題的兩大功用

（一）用問題突破自己的第一道門檻

20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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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用問題吸引他人的目光與支持

J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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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

 

3

圖3　提問技巧是溝通的利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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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二、用「問問題」理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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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勇於提問邁出第一步

4.0

TEDx Taipei

201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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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Dyso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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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貳、「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14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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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 】

2008

Jared Diamond

Max Weber

Market Failure

2

Inclusive

Extractive 3   

Ian Morris

1　 國立楊梅高級中學主計室主任。

2　 《文明》，P38。
3　 《國家為什麼會失敗》，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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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Hilly Flanks

HDI

2000 1,000 14000

2000

6 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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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For Now

一、東西依然有別

Singularity Nightfall

2103 5,000

2,000 5

Each age gets the thought it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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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r Cowen

1953 4   

2010

2009 FAO

10 7.95 5

2007-2008

al-Qaeda

IS 2011

2011

IS

4　 《大停滯》，P56。
5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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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John Darwin

6

Arab Spring

Taliban IS

John M. Keyne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7

Joseph E. Stiglitz

6　 《帖木兒之後》，P482。
7　 《氣候創造歷史》，P4-P5。



148

8

二、歷史有無限可能

1800

Adam Smith

invisible hand

Francis Bacon

8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P31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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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Macro-history

Will Durant ……

9

Gavin Menzies 1423

三、對台灣的啟示

9　 《讀歷史，我可以學會什麼？》，P33、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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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GDP

2015 GDP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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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10

micro-history  11  

1. 2012 Climate Made History

10　 《讀歷史，我可以學會什麼？》，P205。
11　 《萬曆15年》，自序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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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Hsu

2. 2013 Why Nations Fail

Daron Acemoglu

3. 2011 The Lessons of 

History Will Durant

4. 2012 The Great Stagnation

Tyler Cowen

5. 2010 After Tamerlane

John Darwin

6. 1985 15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 cance

7. 2007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Joseph E. Stiglitz

8. 2012 Civilization Niall 

Ferguson

9.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5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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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 ． 】

《 》

1

1　 臺北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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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圖1　《雨季的孩子》專書結構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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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圖2　《雨季的孩子》專書梗概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一、 柬埔寨～愛滋咒詛



156

2

5

1991 11 1993 5

 1991 11

二、 泰國～恐懼害怕的拳擊手

12
3

2003

APEC

三、菲律賓～垃圾山與富比世

2　 摘錄自本書第27頁。

3　 摘錄自本書第49頁。

105 



157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200 4

四、印尼～撕裂的社會運動

五、阿富汗～炸彈比雨水多的地區

5

2001 9 11

4　 摘錄自本書第64頁。

5　 摘錄自本書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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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西藏～流亡政權

8 6

七、蒙古～人倫悲劇

7

2

6 7

6 7

八、北韓～共產政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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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九、中國～一胎化政策

6

十、香港～萎縮的人權

           圖3　筆者自行整理

6　 摘錄自本書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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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的雨季

（一） 微觀的生命故事

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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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宏觀的歷史梳理

（三）問題癥結（表1）



162

105 

    

 

Patrick Henry

（四）策略淺見

7

2013

198 138

1,410 20%

2013 8

9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81%93%E6%8F%B4%E5%
8A%A9

8　 http://www.elivtw.com/localbg.php?id=1
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6%94%BF%E7

%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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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表1　問題癥結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二、台灣的雨季

（一）案例1

103 5 3 8

8
10

10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502/358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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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二）案例2

13

11

（三）個人淺見

13

三、雨過天晴

（一）Maslow的需求層次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圖4　 Maslow的需求層次論
                            資料來源：維基百科。

11　 http://news.cts.com.tw/cts/general/201605/201605241755148.html#.
V0qAxDV97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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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4

Wade Davis

5

（二）孕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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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圖5　筆者自行整理

1. 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xIte

m=91748072&ctNode=73874&mp=107001

2. https://www.nncf.org/internati

onal?gclid=CjwKEAjwg6W6BRDn6v__7vzN9QkSJAC9l9C3YTY6R

HzSQm2GFTupiRm9MsI0kuGv1lFQVdx-qk_LfhoCi_Dw_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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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3.8 http://www.appledaily.com.tw/

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502/35804517/

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

A%BA%E9%81%93%E6%8F%B4%E5%8A%A9

5. 2000 Leif Knistiansson

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

%BE%E4%BC%9A%E6%94%BF%E7%AD%96

7. http://www.elivtw.com/localbg.

php?id=1

8. 2012

Wade Davis

9. 2008 David Oliver Relin & 

Greg Mortenson

10. http://news.cts.com.tw/cts/

general/201605/201605241755148.html#.V0qAxDV97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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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 】

「大自然那難以形容的純潔與慷慨─陽光、風雨、夏季、

冬天，如此的健康，如此的歡樂，它們永遠供應不息！它對我

們人類具有如此的感應，所以要是任何人因正當理由而悲慟，

大自然也會為之傷痛。太陽為之失色，風為之悲嘆，雲為之淚

下成雨，森林落下片片樹葉，仲夏日裡披上喪服。我能不與大

地共其情懷嗎？難道我自己的一部分不是由綠葉與植物構成的

嗎？」

─亨利．梭羅（Henry Thoreau）2

mother 

nature

1　 教育部國立成功大學組員。

2　 出自《湖濱散記》。高寶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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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3 Wordsworth

Richard Louv

一、大自然缺失症：短暫擱淺的人生體驗

3　 英國詩人，擅長以細緻、活潑、清新的筆調來歌詠大自然，故有「自然詩
人」的美名。



170

Nature Defi cit Disorder

Turner frontier theory

二、去自然化的世代：失落頹萎的生命個體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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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1990 2

5 2000

ADHD

三、第四邊疆：蒼翠洗淨的城市風景

the Fourth Frontier

green urbanism

zoopolis

zoo metr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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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政策研究者：融入自然議題課程

1990

2015

201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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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2016

1

2 3

4

二、教育實務工作者：重視第八智慧

21

naturalist intelligence

4 biophilia 2000

     

4　 本書將之譯為「親生命性」（專書第58頁）；我國亦有學者翻譯成「生命
愛」（洪如玉，2000）。但筆者認為，「親生命性」的翻譯更富韻味，因
它更能彰顯人類與其他具有「生命本質」之動植物種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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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010

三、家長：伴你一起看春暖花開

Child and Nature 

Network

5

Annie Dillard

5　 《The Nature Principle》一書中譯本迄今未上市，筆者先就其英文字面意思
譯成《自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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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就這樣。我一直在思考季節的轉變。今年，我不想錯過

春天。我想辨別冬天最後的霜和不合時節的霜─春天的霜。草

變綠的那一刻，我想在場。」

─安妮‧迪勒（Annie Dillard）6

 

6　出自《汀克溪畔的朝聖者》。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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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0 21

Howard Gardner

2. 2010

3. 2016

19 2 27-51

4. 2014

Q&A http://www.naer.edu.tw/ezfi les/0/1000/img/67/ 

192297519.pdf

5. 2015

4 3 26-3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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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 ． 】

Ian Mrris

一、東、西方社會發展共同指標

2000

1　 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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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541 1773

二、人類本性 懶貪懼法則

三、情勢變化 天啟五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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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四、英雄影響力有限

五、邁入全球化時代

Thomas L. Friedman

1999

1870 1914

198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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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西方如此劃分妥適嗎？

Edward W. Said

二、東、西方社會發展之消長情勢如作者所描述嗎？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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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三、英雄與狗熊影響歷史真的相當有限嗎？



182

一、韓信

206 202

二、張居正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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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276

1598

1582

三、亞伯拉罕•林肯

19

Abraham Lincoln

四、明治維新群英

1860 1880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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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L. Friedma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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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Ulrich 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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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9 2

2. 1999

Edward W. Said

3. 1999

WAS IST GLOBALISIERUNG Ulrich Beck

4. 2000

The Lexus and Olive Tree Thomas L. 

Friedman

5. 2002

6 1 185-219

6. 2007 The Word is FLAT

Thomas L. Friedman

7. 2009 Professional Problem 

Finding

8. 201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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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David Jimenez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助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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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1　引起兒童生活壓力的因素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一、政局動盪、民生凋敝

5

14

13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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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疾病與污染

10

Land of Promise  Lupang Pangako

三、自然災害

6

四、人文議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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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傳達的訊息

2

   圖2　造成兒童苦難的重要原因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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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一）挑戰報導原則

2

（二）懷抱悲憫理念

二、讀後個人見解

（一）書中的苦難印記帶給我的省思

2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https://www.spj.org/ethicscod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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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苦難印記

228

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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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1960 1970

2. 

3

3　 戴嘉儀（2010）。台灣遠洋漁業勞工問題之研究（碩士論文）。中國文化
大學勞動學研究所勞工關係學系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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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臺灣面臨現況分析

（一）政經面

（二）環境面

1.

2.

4　 林佾靜（2014）。探討失敗國家問題研究分析架構: 以奈及利亞為例。全
球政治評論  46 81-11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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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施政部門應有態度

（一）記取教訓、優質服務

（二）公開議題、智慧決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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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

3.

4.

三、本書給我的啟示

（一）認同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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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提升思辨能力、追求創新施政

5

（三）拓展視野、謙卑學習

1%

1.

5　 山下祐介（2012）。限界集落の真実－過疎の村は消えるか？筑摩書房
115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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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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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 ． 】

1　 新竹市立成德高級中學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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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天啟五騎士：禍兮福所倚，福兮禍所伏

二、懶懼貪法則：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三、地理因素驅動發展：動物生存，人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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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四、累積的知識與技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五、創意與動力：勇於創新，承先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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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專書啟示

（一）縱橫古今，多向分析

（二）深入淺出，諄諄教誨

（三）正面樂觀，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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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專書反思

（一）驅動人類的正面法則

（二）亟待解決的各項議題

2 2025
3

2　 王晴佳（2002）。西方歷史與西方史學。臺北市：臺大，頁184。
3　 理查‧道博斯、詹姆士‧曼宜伽、強納生‧渥策爾（2016）。非典型破

壞：西方不認識、資源大轉移的四個新世界顛覆力量。臺北市：大寫出
版：大雁文化發行，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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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議題，融入教育

1

 

         圖1　課程目標與融入建議
         資料來源：本表由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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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改革課程，創新教學

4

4　 John W. O’Malley（2006）。西方四文化。新北市新店區：立緒文化。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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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領研究，開啟動能

2 3

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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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圖2　機器人研究論文      圖3　全球暖化論文           圖4　全球糧食研究
  資料來源：以上為筆者曾推行之全國小論文研究競賽得獎篇目。

5

 

 圖5　筆者希望未來推行的學生研究方向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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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2013

2. John W. O’Malley 2006

3. 2002

4. 2013 4

5. 2009

6. 1998

7. 2016

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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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12

…

David Jimenez

4 22

1　 國家文官學院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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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為夢想翻滾的男孩

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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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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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色巨塔下的寫實人生

2 8

Attention defi cit and hyperkinetic 

disorders, ADHD Autism

Developmental delay

（一）被偷走童年的孩子

Person in situatio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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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來自星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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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為無力選擇而失去自由的孩子

1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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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一、「同理」而不僅僅是「同情」

Ed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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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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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三、勇於承擔，莫忘初衷

David Jimenez

Malala Yoursafzai

17

David Jimenez

David 

Jimen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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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 For Taiwan

3

1. 2009

2. 200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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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 ． 】

一、寫書目的

二、旅行目的－文化觀光、消費觀光、自然觀光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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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三、政府角色

2012 10

1960 2,500

1970 2 5,000 1995 5 3,600

2008 9 2,200 2012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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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6

 

一、文化觀光－顯微鏡下的世界

（一）法式假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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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法國旅遊

 （二）扼殺威尼斯

6

2

          

                          圖2　威尼斯旅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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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柬埔寨悲歌

3

         

                                     圖3　柬埔寨旅遊

二、消費觀光

（一）郵輪：航向未知的目的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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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郵輪觀光

（ ）

5

 

                       圖5　杜拜旅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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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觀光

（一）尚比亞—狩獵旅行

6

          

                          圖6　尚比亞旅遊

（二）哥斯大黎加—綠色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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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圖7　哥斯大黎加旅遊

（三）斯里蘭卡—戰爭、革命與觀光

1983 2009

一、專書重點摘要

（一）鏡花水月的背後，是怎樣一個殘酷的事實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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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0  

（二）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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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書帶給我的啟示

（一）個人觀點

1.  

(1)

(2)

(3)

2.  

(1)

(2)

(3)

3.  

(1) 

(2)

 （二）社會觀點

1.  103

1 5,626 8

1,365 3,092



229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1)

(2) 

(3)

(4)

(5)

 

                      圖8　近十年國內旅遊人次

2.  103

21

800 35% 755 3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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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4)

(5)

3.  

105 65 299

12%

9

(1)

(2)

(3)

(4) 

(5) i-

                     圖9　銀髮族旅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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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家觀點

1.  

10

(1) 

(2)

(3)4G

(4)

(5) 

 

                         圖10　近十年來臺旅客觀光目的別統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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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2)

(3) 

(4)

(5)

 

                             圖11　近十年來臺旅客及出國人次統計

3.  105 3

103 4,730 104

20.10% 1-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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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圖12　近十年來臺旅客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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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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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http://

admin. taiwan.net.tw/upload/public/20151225/24cf57a3-0d34-4e5f-

a576-96384cd3eff5.pdf

2.  104 28 http://

sowf.moi.gov.tw/ stat/week/week10428.pdf

3. 65 http://

statis.moi.gov.tw/ micst/stmain.jsp?sys=100

4. http://

www. taiwan.net.tw/m1.aspx?sNo=0000055

5. http://

www. taiwan.net.tw/m1.aspx?sNo=0001009

6. 2009

http://old.npf.

org.tw/ PUBLICATION/TE/094/TE-R-094-023.htm#_ftn1 

7. http://religion.

moi.gov.tw/ Home/ContentDetail?cid=Report&ci=1

8. http://admin.

taiwan.net.tw/ public/public.aspx?no=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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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5

1　 雲林縣二崙鄉大同國民小學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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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法」等待雨季

（一）善良的波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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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二）要求真正民主的泰迪

（三）消失在地鐵站的文翰

二、「不再」等待雨季

（一）站在擂台上的莊無敵

（二）穿梭在垃圾山的雷內

（三）逃離戰區家園的瑪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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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為地下游牧民族的曼海三

三、「期待」雨季出現

（一）辛苦逃離充滿謊言國家的小金

（二）為信念尋找達賴喇嘛的益喜

（三）不知為何而彈琴的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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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雨季」是本書的骨幹、串聯每篇的報導故事

二、父母的選擇決定孩子們與「雨季」最初關係

10

三、 憑藉細膩的觀察與深厚的人文素養、探尋雨季社會

的成因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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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擇並藉由孩子的故事，突顯社會病態問題

五、無畏地對社會現象發出疑問與產生質疑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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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雨季國度台灣孩子現況

（一） 偏鄉孩子所處環境不利提升學習意願，教學資源利用不足

（二） 不存在地下兒童，卻有校園毒品組織、沉迷電玩的青少年

 

（三） 沒有降下比雨多的炸彈，家庭卻降下如雨點多的言語暴力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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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四） 沒有活在謊言中的青年，卻存有在意自己天空的井底之蛙 

（五） 受到偏頗的電視媒體資訊影響，全民缺少判斷是非的能力

二、雨季來時，孩子捉得住機會嗎？

（一）爭取偏鄉孩子能被看見的機會

（二）本土語言的推動與保存，延續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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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倡家庭教育增進家庭成員情感，啟動實質家庭功能

（四）鼓勵大學生參加世界志工服務行列，導正人生價值觀

（五）慎選優質的媒體節目，有助於判斷能力的養成

三、雨季走後，看見的是富饒的田地或是滿目泥濘？

（一）從學運運動看到民主與人權

（二）從吳寶春看到台灣發光的創造力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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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2010

（三） 從保護人權及社會殺人新聞事件看到家庭功能的重要性

（四）從外來戲劇綜藝節目的流行看到青少年的封閉心態

五、結論：走過雨季的我們能為孩子留下什麼?

 



24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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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08    
…………………………………………………………………

 

BOT BOT BOT

…… 

 1999

1　國立旗美高級中學人事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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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

一、觀光帶來商機，也帶來問題

2　 專書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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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影響文化與生態

（一） 法國：

（二） 威尼斯：

（三） 柬埔寨：

三、觀光消費的黑暗面

（一） 遊輪：

（二） 杜拜：

四、自然觀光的借鏡

（一） 尚比亞：

（二） 哥斯大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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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斯里蘭卡：

五、中國衍生的問題

六、美國面臨的問題

911

一、兩腳踢翻塵世浪，一肩擔盡古今愁3

3　 清，通州詩丐《絕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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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二、本是同根生4的迷思

三、道阻且長5，任重道遠6

一、閱讀，開啟新視野

4　 魏，曹植《七步詩》。

5　 詩經，蒹葭。

6　 論語，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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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二、一點浩然氣，千里快哉風7

三、對案不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8

7　 宋，蘇軾《水調歌頭》。

8　 南朝宋‧鮑照《擬行路難》。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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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悠悠蒼天，此何人哉9

2001

10

（一）溫泉區過度開發

 

（二）偏鄉經濟與觀光策略

9　 詩經《黍離》。

10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01年交通政策白皮書，取自：http://admin.
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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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國際機場

（四）削價競爭、失去特色

（五）違法民宿的問題

（六）觀光品味有待提升

105 



255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七）遊樂園的管理責任

15

484

104 10 16

3

（八）海岸的開發問題

2003

BOT

4

五、筆者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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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11

11　 宋，雷庵正受《嘉泰普燈錄》。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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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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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 】

2011 3 11 9

12

1　新竹市文化局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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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Turner Frontier 

Thesis

Turner



260

105 

,

    

失絆之人

運你們來這裡

也運來你們的鄉愁

這 沒有你們可以覓食 有鮭魚迴游 紅楓佇旁的河流

這 沒有你們可以撲捕 有野兔蹦跳 白雪覆蓋的針葉林

你們只能在我們為你費心設計 灰撲撲的水泥地

一直繞圈 一直繞圈 一直繞圈

而我們動物園只是要有個溫帶動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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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hild Left Inside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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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o Loep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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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e Næss Deep Ecology

1. 1998

196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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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領域

【 ‧ 】

--  --

River 

Civilization

…

 

1　國立中正大學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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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 波蒂

‧ 5 歲，愛滋病患者 她認為在醫院裡某人的房間空了，一定是因

為痊癒而回家了 ，只因為她的

眼裡還有光在閃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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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莊無敵

菲律賓 - 雷內

印尼 - 泰迪

阿富汗 - 瑪麗亞

‧ 12 歲，兒童泰拳拳擊手訓練營一員 挨打，讓每個關節都痛，

但從群眾傳來的嘲笑讓他更痛 觀眾臉上寫的是：「

，沒人會幫你，快滾回你那鳥不生蛋的家鄉吧 !」

‧ 10 歲，住在 30 尺高的垃圾山貧民窟旁 垃圾山崩垮時，壓死

200 多人 但在倒塌後的 24 小時，該地生還的居民大多回去工

作了；因為

‧ 18 歲，死於軍方射殺 但泰迪的父親退休前的職業，就是軍

人 泰迪爸爸被困在他無法動搖的教條中，為了他

，以及 這事實的矛盾中，游移

‧ 5 歲，她有時想過離開人世或許比較好 因為沒有希望，許多

阿富汗女孩寧願選擇自殺 沒有高聳建築物可以一躍而下，所

以她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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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西藏 - 益喜

蒙古 - 曼海三

北韓 - 小金

上海 - 夏

‧ 8 歲，布達拉宮喇嘛 他們常插上天馬旗，深信心願一定會被

聆聽 經幡讓他們能觸摸得到天，這是無法動搖的信念 但

了…

‧ 13 歲，住在烏蘭巴托地下坑管 痛苦時，同伴們傳遞強力膠吸

食，感受在大草原翱翔、大笑與大哭的幻覺，

，最後昏倒在這地下世界－蒙古的第三世界。

‧ 13 歲，泳渡圖們江以逃離北韓。逃離那個說出「

」如此令人動容台詞的國家。

‧ 8 歲，原居四川省雲陽縣，這故鄉現正靜靜地佇於三峽大壩水

底。政府將他重新安置在上海生活，但他覺得這裡的居民不太

一樣，只想盡快離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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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桃之夭夭謂之盛，少壯而亡謂之夭 

（一）生死本是一線隔

1. 

2. 

…

（二）「夭」字何解非亙古

1. 

香港 - 文翰

‧ 15 歲，自閉症患者。失蹤，生死未明。為何沒人願意幫他 ?

。所有事都

講迅速，不停往前直到終點。這麼快是為了什麼 ? 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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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

2. 

二、亞洲苦難的雨季，全球災厄的足跡

（一） 

2　 http://www.shuowen.org/view/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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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1 3

（二） 

1

 

                      圖1　敘利亞男童
                      圖片來源：http://tw.ptt01.cc/post_4111

這邊曾有個天使，經歷了蟄伏，透過苦難的錘鍊後

靜靜羽化、蛻變，拋下了如蛹般的軀殼

展開了新生雙翼

在沒有傷痛的雲絮下，翩翩舞著，不再傷痛，不再驚慌……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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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地反撲何為家

1. 

4

2. 

UNESCO

13

5

（四）兵燹連天前路茫

1. 

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5%8F%98%E6%9
A%96%E7%9A%84%E6%95%88%E5%BA%94。

5　 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1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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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圖2　正在進行的戰爭
                       資料來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4%BA%8

9%E5%88%97%E8%A1%A8_（%E6%AD%A3%E5%
9C%A8%E8%BF%9B%E8%A1%8C%E7%9A%84%E6
%88%98%E4%BA%89)

（五）苦難不僅與貧困相隨，它亦與乾涸的心田比鄰而居

1. 

2. Into The Wild 1997
6

2 4

6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6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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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終盼鶴鳴於九皋，以期聲亢聞於天

（一）Maslow階層理論（圖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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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圖3　Maslow需求理論
                             資料來源：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MASLO

W+%E9%9C%80%E6%B1%82%E7%90%86
%E8%AB%96&espv=2&biw=1340&bih=649
&tbm=isch&imgil=imHGfuJzWx70cM%253A
%253BmCBjLPDxex9x4M%253Bhttp%25253-
A%25252F%25252Fnarrative-therapy.blogspot.
com%25252F2015%25252F04%25252Fz.html&sour
ce=iu&pf=m&fir=imHGfuJzWx70cM%253A%252C
mCBjLPDxex9x4M%252C_&usg=__Exfj_lKf4v2eg
C5sSy1yezvHFjw%3D&ved=0ahUKEwiRsezEsKLN
AhWHGJQKHfsCDawQyjcIKg&ei=vEZdV5HjI4ex0
AT7hbTgCg#imgrc=imHGfuJzWx70cM%3A

（二）徒法不足以自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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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Government failure

Market failure

NGO
7 NGO

（三）教育機會應普及

1. 

2. 

7　 http://www.taiwanngo.tw/fi les/15-1000-17458,c1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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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Cultural Reproduction 8

… …

8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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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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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衛生福利部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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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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