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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幸福—打造國家未來之鑰
 

─《新時代的為官之道》讀後感
 

 

【佳作‧周憲廷】 

 

壹、前言 

隨著交通運輸、電信及資訊等科技的突飛猛進，正式宣告「全球化」

時代已悄悄的來臨。所謂：「天涯若比鄰」，舉凡人口結構快速成長、糧

食危機、金融危機、天然資源日益匱乏、天災人禍等其他國家或區域所

發生的事務，皆讓我們無法置身於事外且息息相關。 

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劇變的時代，亦是一個變遷迅速且複雜的動

態環境。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的變

動遠超過以前的半個世紀。1故人民對國家會有更多的依賴，對政府的施

政會有更深的期待，而政府官員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亦將更為吃重。 

然而要如何接續先人足跡，不分族群與黨派，秉持著為民造福、為

國創富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帶領國家邁向欣欣向榮的幸福未來，是身

為新時代政府的團隊亟需深思與探討，且無法推卻的重責大任。 

尤其是身為國家的領導者，更應運用睿智帶領國家衝破困境，讓人

民看見希望與未來。故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的著作《權力遊戲》

說：「一個成功的領袖必須向衝浪者學習，隨著政治的浪潮趁勢而行，

否則就會被時代的潮流淹沒。」2
 

 

                                                      

1
 參專書第 35頁。 

2
 參專書第 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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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書內容重點歸納 

本書除前言及後記外，共計分成十二章，近 303頁，主要在探討身

為公務人員、企業主管、社會公民或知識分子如何在目前政治立場鮮明

的紛紛擾擾聲中，透過全球化的觀點，用理性的思維，找出問題的癥結

與解決之道，用創造性的思維，探尋臺灣未來的可行方向，打造並開創

一個幸福的未來。本書各章內容重點說明如下： 

前言：向典範致敬，那個時代值的尊敬的官員
 

世界銀行在 1994年將臺灣等表現出色的經濟體，喻為「東

亞奇蹟」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在當時時空背景下，國家不僅有

知人善任的領導者，亦有一群具備遠見，肯犧牲奉獻，廉能自

持，不畏難的工作精神，同心協力為國家紮根的政府官員，包

括孫運璿、俞國華、李國鼎、趙耀東、余玉賢和曾經跟隨他們

一起為人民打拼奮鬥的人。 

重點佳句：「傻瓜和傻勁，造就臺灣奇蹟。」3
 

第一章：沒有政府的治理，會不會是另一個烏托邦？
 

美國國際政治學者詹姆斯‧羅西瑙（J.N.Rosenau）說「沒

有政府治理」的時代已經來臨。日本趨勢管理大師大前研一

說，今日世界已到了無疆界的全球化時代，政府的功能將逐漸

式微。4我們身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一員，自然無法置

身於度外，政府的組織有可能變的小而美，但其功能和角色應

該還是無法完全被取代。 

政府的治理，可透過公私部門間互動與合作機制，而成為

一個新的統治架構，並可向企業學習，落實企業型政府服務的

精神並提升行政效率。 

                                                      
3
 參專書第 41頁。 

4
 參專書第 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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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佳句：「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5
 

第二章：溝通的魅力：施政的第一件工作
 

溝通的要件就是要知道怎樣擄獲群眾，並引導群眾的力量

為共同的觀點來打拼。6政治溝通的前提就是要瞭解媒體的生

態，並進而善加引導。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要從民眾利害關係來

看問題，以民眾聽的懂得方式，說清楚、講明白，再透過媒體

宣導，以達事倍功半之效。 

重點佳句：新聞記者是什麼人？普立茲（Joseph Pulitzer）

說：「假使國家是一艘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船橋上的瞭望

者。」7
 

第三章：右腦經濟，左腦財稅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說：「傻瓜，問題出在經濟。」8隨著全

球化時代的來臨，經濟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亦是取得政

權與否的一個關鍵因素。 

「政在去私」《傳子．問政》，既要公務員公正無私地依法

行政，又要他們敢於為民興利，9在防弊與為民興利兩難困境

中，如何運用經濟管理的新思維，勇於任事，是全球化經濟時

代廉能政府的施政重點。 

重點佳句：「經濟低迷（Recession）是你的鄰居失業，經

濟蕭條（Depression）是你自己失業。」
10

 

 

                                                      
5
 參專書第 58頁。 

6
 參專書第 69頁。 

7
 參專書第 76頁。 

8
 參專書第 95頁。 

9
 參專書第 96頁。 

10
 參專書第 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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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民眾的大事，官員的小事
 

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依法行政」一直是被奉為圭臬，

但民眾面對繁瑣的規定與審查時，期待的是公務員能多一點同

理心與關懷，能把民眾的事當成自己的事在處理，所謂：「公

門之內好修行」就是這個道理吧！
 

重點佳句：《老殘遊記》：「貪官雖可恨，清官更可恨！」11
 

第五章：聖人也會犯錯：你對，並不表示別人錯
 

2010 年監察院院長王建煊認為「大學生打工笨死了」，中

央大學教授洪蘭也曾批評臺大學生尸位素餐，前暨南大學校長

李家同則批評小學生浪費時間看漫畫，這些言論都引起的媒體

不少的討論。官員在發言時要注意到多元價值，不可過分偏執

於自己的認知，應使用具有說服力如可靠性、感性的態度、有

力的理由等方式來表達，而不要隨口下結論，以免踩到紅線。 

第六章：官員之怒
 

2010年跆拳道女將楊淑君在亞運遭判失格事件，引起國人

群情激憤，而官員對此事件發言不當，更引起軒然大波。相較

於 2009 年香港東亞運時，行政政務委員曾志朗捍衛臺灣跆拳

道選手曾敬翔的形象，更能贏得尊敬。透過理性客觀的分析，

訴諸公理正義的情感及適切的抗議，才能爭得他人的正視與尊

重。 

重點佳句：「用報復澆滅怒火無異用鹽水止咳。」12
 

第七章：打房不打房？
 

安身才能立命，是古聖先賢治國的綱紀，也是平民百姓齊

                                                      

11
 參專書第 131頁。 

12
 參專書第 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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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開始。13都會區房地產價格的飆漲，使得貧富差距愈來愈

大，並進而對年輕一代的族群產生排擠效應，購買房地產已經

成為中低所得家庭的「惡夢」。
 

政府如何借鏡德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成功的經驗，從

供需及稅賦角度上著手來穩定房價，提供民眾一個居住的正義

與生活品質，是主政者亟需思索的重要課題。
 

重點佳句：「樓愈蓋愈高，我們卻離天堂愈來愈遠。」14
 

第八章：公民社會：臺灣知識分子的新力量
 

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二十一世紀的企業已取代人，成

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角色。15有良善的企業，才會有良善的社

會，也才會有良善的個人。
 

整合產官學合作力量，激發年輕學子投入城鄉再造活動，

都是知識分子守護家鄉的一股新力量。例如謝如珍博士是大學

教授亦是《文山報導》的發行人，常於例假日穿梭村里間，報

導這些城鄉人心情故事。政大教授江明修等人結合農委會茶改

場文山分場、坪林農會的資源，選擇「文山包種茶」的文化創

新和產業復興的行動方案，皆是具體案例。16
 

重點佳句：「沒有投身行動的人，沒有批評的權力。」17
 

第九章：興旺的小鎮，我們共同努力
 

地處中央山脈的仁愛鄉在歷經九二一大地震及多次風災

後，居民們都抱著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精神，互相扶持重建

家園，進而成為一個興旺的小鎮。
 

                                                      

13
 參專書第 182頁。 

14
 參專書第 169頁。 

15
 參專書第 197頁。 

16
 參專書第 204-205頁。 

17
 參專書第 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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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發展更是維繫一個地方經濟的重要命脈，除了天然

景色及原住民文化外，如高冷蔬菜、茶葉、民宿、餐飲等，透

過人民自立自強的投入及政府部門和學界的支援，讓仁愛鄉已

成為一個知名的旅遊景點。而電影賽德克．巴萊所引起的熱

潮，更為仁愛鄉在文創產業上，烙下一個新的印記。
 

重點佳句：「善用大環境的變動，取得優勢，並獲得發展

的動力。」18
 

第十章：公共政策：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公共政策係指政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公眾需

求，決定作為（To Do）或是不作為（Not To Do），以及如何作

為的相關行動或活動。19
 

公共政策的議題，包括環境保護、能源開發、人口政策、

醫療保健、經濟開發、糧食產銷、教育政策等，無時無刻不在

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時因政策受益，但有時亦會蒙受損失

而求助無門。書中以苗栗大埔農地徵收為例，雖然公務員係依

法行政，有 98%的人贊成，只有 2%的人有爭議，但卻引起與

論的強烈反彈。除了現代公務員確實難為外，究其原因乃在徵

收手段太過強勢，忽視農民權益，不符公益及必要性原則。 

重點佳句：「沒有人是座孤島，遺世而獨立。」20
 

第十一章：危機領導，行為經濟學的思維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2009年與 2010年連續二年都是

不平靜的歲月，包括英國石油公司墨西哥灣漏油事件、韓國開

放美國牛肉進口政策、四川大地震等，都讓各國政府的領導能

力備受考驗，而危機管理也成為各國領袖最重要的一門學問。 

                                                      

18
 參專書第 217頁。 

19
 參專書第 220頁。 

20
 參專書第 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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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智利礦工救援行動中，品尼拉總統透過完整危機處

理計畫及整合資源並透過傳播媒體力量，讓世人看見黑暗中的

光亮，鼓舞救災人員的士氣，使得一場救援行動完美落幕，化

危機完轉機，為危機領導作了最好的註解。故在危機管理時，

敞開溝通的大門，提供充分的資訊及明確的願景是相當重要而

不可或缺的要素。 

重點佳句：在王權時代，是「天人感應」，天象示警，教

訓失德的君主；到了民主時代，異常天災在考驗政治領袖的應

變能力，不稱職的就會被民意要求下台，從古到今，天災與統

治正當性，是有相通之處的。21
 

第十二章：捫心自問，許勤奮的人什麼未來
 

現代的社會已經是一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M型社會，雖

然經濟持續成長，但由於高失業率、工資停滯，再加上房價的

飆漲造成所得分配的惡化，使得人民的幸福感並沒有同步成

長。 

「貧窮」不再只談年均所得，而要檢討政府有沒有能力、

願不願意提供合理環境，讓付出心力的人民，能夠維持最基本

的生活需求22，並且應該許勤奮的人有一個未來的希望與夢

想。故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注意經濟不平等總是由於政治

問題所造成的，尤其在社會資源分配上，更應講求社會的公平

與正義，例如水電費的調漲、二代健保的改革等。 

重點佳句：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說：「做還是不做」（To Be 

or Not to Be）。
23

 

 

                                                      

21
 參專書第 245-246頁。 

22
 參專書第 279頁。 

23
 參專書第 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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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同心與同善：是的，我們能
 

政策的推動靠的是熱情與理想，公務員應認清自己的角

色，不能只把依法行政掛在嘴邊，現狀可能與法不合，但應力

求在法律許可範圍內，協助民眾解決問題。
 

作為一個政府的官員如果能如卡西爾醫生（Dr.Eric Cassel）

所說的具備同理心的溝通、同情心的聆聽、同理心的體貼，24那

我們的社會將會變的更祥和進步，國家未來也一定會充滿希

望。 

重點佳句：是的，我們能（Yes,We Can）。
25

 

參、專書評價 

一、新時代領導者的新課題—消弭內耗，啟動未來 

中研院院士說：「藍的在選總統，綠的在選國家」26，這是

目前國內政治氛圍最佳寫照，也是導致臺灣目前經濟發展欲進

不前的重要根源之一。書中提到如何衝出「黨派膽固醇」跨越黨

派這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是目前主政者的重責大任，或許必須

激起並喚醒中間選民理性的熱情，臺灣才有向上發展的希望。 

美國前總統威爾遜說，領導的責任是把國家帶往發展的方

向，讓後代子孫邁向陽光普照的高地。27大衛‧葛根（David 

Gergen）說：「國家進步的絕大部分原因，端視領導人的品質

而定。而領導者的中堅就是行政官僚系統。」28領導者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打造一個有效能的團隊，因為政府行政團隊才是國

家政務和行政事務推動的重要引擎。 

                                                      
24

 參專書第 303頁。 

25
 參專書第 299頁。 

26
 參專書第 282頁。 

27
 參專書第 9頁。 

28
 參專書第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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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生活得那麼難？我們為什麼薪資調不上來？

我們為什麼就業那麼不容易？這些看似民眾的小事每一件都

是政府的大事。29所謂「兵隨將轉」只要領導者肯用心、肯傾

聽、肯負責，並能提出願景與決策，必將感動人民，帶給人民

信心與希望，相信消失的美好歲月，一定還會再回來的。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聚焦優勢，迎接挑戰 

世界銀行在 1994 年將臺灣以及新加坡、南韓和香港等表

現出色的經濟體，喻為「東亞奇蹟」。30臺灣的經濟奇蹟，曾經

是許多開發中國家效法的對象；但曾幾何時，香港、新加坡已

是東亞金融、物流雙霸天，互爭全球競爭力的第一強，韓國更

晉升為世界第七個二萬美元、總人口五千萬的「20-50俱樂部」

成員，而臺灣呢？31
 

在政治紛擾下，臺灣漸漸失去動能，目前仍看不到曙光，

臺灣陷入無止盡的政治對立與民粹氛圍。當一切思維不再有創

新、不再有突破，臺灣正淪為他國口中的「負面教材」。 

新加坡的成功即在於對人才的重視程度，因人才是創新、

創意的源頭。而韓國雖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幾近亡國，

但也因此激發改革的動能，終能成為目前全球唯一同時簽下美

歐東協三大市場 FTA 的國家，令世人刮目相看。
32而這些成功

的經驗，都是身為決策的官員所必須掌握的脈動，並認清只有

國際化才是臺灣生存發展的唯一途徑，否則下場必是被邊緣化。 

三、說清楚、講明白—避免感情用事 

英國啟蒙運動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說，世界

                                                      

29
 參專書第 24頁。 

30
 參專書第 30頁。 

31
 參《聯合報》101年 6月 18日，A4版〈關鍵兩年-臺灣快轉-面對真相〉。 

32
 參《聯合報》101年 6月 18日，A3版〈關鍵兩年-臺灣快轉-面對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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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什麼事都可以拿來爭辯，而這些爭辯中，並不是最有道理的

人佔上風，而是最會說話的人。33
 

本書認為不管政府打房或不打房、為什麼要跟大陸簽

ECFA、為什麼要推動二代健保等議題，都必須用最簡單易懂

的方式，來讓黎民百姓清楚的知道來龍去脈，而不是用一大堆

專有術語與數字，讓民眾一知半解或一頭霧水根本搞不清楚緣

由，以減少爭議，並獲得大家的共鳴與信任。 

另外官員在對外發表言論時，亦必須清楚表達，切不可感

情用事，尤其不可偏執於自己的認知，而應尊重、理解、包容

多元的價值觀念，避免踩到紅線，引起與論撻伐。 

四、依法行政—兼顧公益與私益平衡 

公共政策的主題是政府的作為或不作為。書中提到最大的

社會不公莫過於，有些政策本來明明答案是對的，做法也正確

可行；可惜的是，經常碰到權勢就低頭，遇到富人就轉彎。吵

雜的聲音往往很響，有智慧的官員要有能力讓它沈靜34。 

不論政務官或事務官，實在不能老是看新聞或名嘴辦事

35，書中列舉臺北市政府最近在光武新村的改建上終於勇於動

用《都市住宅更新條例》第 36 條規定，一旦符合 90%的整合

門檻，且只剩下五或十戶釘子戶規則，政府即可透過法院強制

執行拆除程序，一改過去都更停滯不前的困境。36
 

但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苑」都更的爭議，導致立委連署就

《都市住宅更新條例》聲請釋憲，此條例最大的爭議就是法律

可否規定政府得以公權力強制處分私人土地與建物，以促進多

                                                      

33
 參專書第 28頁。 

34
 參專書第 26頁。 

35
 參專書第 35頁。 

36
 參專書第 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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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的私人利益？37當人民的生存權與財產權受到侵犯時，是

否還能以「依法行政」作為藉口，是值的官員深思的問題。
 

肆、心得啟示 

一、具備專業—不斷學習，至死方休 

大多數的人都會憑藉著過去的經驗，設定自己能力的極限

與範圍，一心只想著只要順利完成工作即可，而缺乏追求知識

的好奇心。大前研一認為，如果能擁有比以往更高超的專業知

識、技能和道德觀念；秉持顧客第一的信念；好奇心和向上心

永不匱乏，加上嚴格的紀律，這樣的人就可說是專業。38那些

未盡全力，只能達到自己及格分數的人，就算成為該領域的資

深老手，依舊不能稱之為專業。因為他們不能提供讓顧客驚喜

的服務，只是沒有出錯而已。39
 

以八八水災為例，單日最大降雨累積量，就讓氣象紀錄幾

乎全盤改寫，也難怪不具備氣象專業知識的官員，在第一時間

無法意識到極端天氣潛在破壞力之強大。40但科技與時俱進，

災害與時惡化，大規模災害具有時間之急迫性、空間之廣域性

及情境之複合性，需有專業人才進行前置及處理作業。在隔行

如隔山的情況下，過於專業之科技術語，常造成溝通不良，難

以理解，無法有效宣達資訊之真正內涵。一個明顯的案例，就

是八八水災期間，以降雨量幾公分為預報，導致非專業百姓未

能即刻認知其隱含之風險。41
 

俗語說：「活到老、學到老」，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今日，一

朝擁有一張文憑，終身受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變動不拘的

                                                      

37
 參《聯合報》101年 6月 23日，A10版〈話題〉 

38
 參《專業－你唯一的生存之道》第 17頁。 

39
 參《專業－你唯一的生存之道》第 48頁。 

40
 參《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第 37頁。 

41
 參《臺灣災害應變機制檢討與改變策略》第 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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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中，必須不斷的學習再學習以求生存與發展。故 Senge

在其所著的《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一書中

指出，學習型組織的戰略目標是提高學習的速度、能力和才

能，透過建立願景能夠發現、嘗試和改進組織的思維模式，並

因此而改變他們的行為，並提出包括系統性的思考、不斷地自

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分享共同的願景、建立團隊學習等「五

項修煉」模型。42
 

《孫子‧謀攻篇》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

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43只有透過新

知與觀念的吸收，才能伸展視野、擴展領域、活化思維，並付

諸行動，進而完成組織目標，達成自我實現的目的。 

二、從工作中尋找「熱忱」與「熱情」
 

有時工作時間久了，一成不變的生活步調，索然無味且重

複的工作模式，難免讓自己忘卻熱忱、喪失熱情。然而我們為

什麼要找回自己的熱忱與熱情呢？因為熱忱與熱情是一種信

仰，更是一種力量！ 

『熱忱』是內蘊的，是人格特質，『熱情』是外顯的，是

別人可感受到的行為特質，所以，我認為需先有『熱忱』才會

發揮出『熱情』。擁有熱忱與熱情，你就不會認為自己的工作

是索然無味，也不會覺得工作只是工作，因為那是一種自我實

現的途徑。44
 

Jim Collins在其所著『Good to Great』中提到「刺蝟原則」，

提醒我們要發現自己的專長，一旦發現專長，就要用熱情的態

度去追尋，如果對於所做的事情，沒有發自內心的澎湃熱情，

那就無法成為這一行的頂尖，也沒有辦法創造出卓越的績效

                                                      
42

 參《公共管理》第 185-188頁。 

43
 參《漢文書屋》網站。 

44
 參《對工作懷抱熱情》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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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換句話說，應先聚焦再來衝刺，選擇我們認為擅長的事來

做，然後以無限的澎湃熱情去創造出績效的極大化。
 

不管是遇到什麼問題，只要有熱忱與熱情，你就會努力不

懈的去找尋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並將工作做到最好。此外，

你的行為也會影響到其他人，讓別人開始沾染你的熱情，當一

群擁有熱情的人聚在一起，這種正面能量會讓人隨時感受到希

望與未來，試著培養自己對工作的熱忱與熱情吧！
 

三、突破侷限—創意無限 

創意有許多來源，有些來自靈光乍現，有些是無意中得來

的。但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認為大部分創意是來自

刻意、有目標的尋求問題的解答、或取悅顧客的機會。46
 

生活或工作上創意有許多在書本上是找不到的，「假如你

的答案更好，書本上的答案一點都不重要」47，例如在蘇花公

路封路十天搶修，花蓮農產品無法送到臺北，東華大學學生發

起「一人一菜坐火車助農行動」，乘客熱情相挺，你一袋、我

一袋拎上火車，連老外都加入。48
 

但這種協助農民解決因封路產生產銷問題，農政單位官員

卻未能未雨綢繆，事先妥事規劃應變措施。其實只要發揮小小

創意與巧思，就能解決農民難關，即可減少農民因繞路運輸，

所增加的運費差額補助，並降低民怨，達到政府照顧農民的目

標。 

四、具備危機管理知能 

「危機管理」係指針對潛藏或當前的危機，基於動支的資

                                                      

45
 參《從 A到 A＋：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第 163-165頁。 

46
 參《如何做好創新管理》第 44頁。 

47
 參《你拿什麼定義自己？》第 45頁。 

48
 參《聯合報》101年 5月 19日，A8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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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最少、使用的時間最短，訂定最可行、最切實的對策和行為，

通過必要的危機意識及危機管理，以達到解除危機的目的。49
 

英國石油執行長約翰．布朗尼（Lord John Browne）指出

這世上唯一可被預料的事情是－世事無常，所以你必須讓自己

隨時具備應變的能力。50故「掌握先機，防範未然」是預防危

機發生的最有效手段，若能針對早期的危機警訊加以察覺，並

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來遏止其發生，那麼便能將危機消弭於無

形而達到危機管理最高境界。 

故吳秀光（2007）認為負責任的政府是能為所守護的民

眾，摒除任何生命財產危害者。51在民主政體中，如果公共危

機處理不當，除會危害民眾生命財產外，亦會動搖政府存在的

正當性。 

五、瞭解媒體生態，善盡溝通職責
 

溝通（communication）是共同、共通的意思。它是人與人

之間相互交換意見，進而改變他人行為的先決條件，更是謀求

良好人際關係，有效管理工具52。 

一旦危機發生，特別是攸關社會大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事

件，例如交通災難、食品中毒、環境污染等，此時人心難免慌

亂，社會團體及傳播媒體等一定會立即蜂擁而至。而此時必須

趕緊弄清楚危機的態樣，明確判定危機原因及準備如何做，透

過溝通以安撫人心，提供的資料務必是專業、負責且可信的。 

故黃丙喜、馮志能、劉遠忠（2010）認為在面對危機時以

下五項溝通原則是必須遵守：53
 

                                                      

49
 參《行政學（二）》第 248-249頁。 

50
 參《科特勒混沌學－大崩壞之後的爭雄法則》第 112頁。 

51
 參《政府危機管理決策機制》第 1頁。 

52
 參《行政學（二）》第 436頁。 

53
 參《動態危機管理》第 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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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定要有適當層級出面，避免媒體四處採訪與求證。
 

（二）第一時間出面回應，並營造和睦的環境及誠懇氣氛。
 

（三）真誠關懷並提供事實，傳達能確切證明的訊息。
 

（四）給予信心、展現實力，並證明企業已經認清問題並採取

適當措施。
 

（五）克服否認及傲慢心態，對公眾及媒體展現負責任態度。
 

其實，溝通並沒有特效藥，只要「用心」即可。54因此，

游昌喬（2004）提出「兩要與兩不要」原則，「兩要」就是「要

誠實」與「尊重公眾的感受」，「兩不要」就是「不要過渡反應」

與「不要過渡承諾」。55具體而言，就是要以「開誠佈公」、「有

話直說」的態度去面對，不要企圖掩飾真相或淡化事件的嚴重

性，因為紙包不住火，事情的真相永遠都只有一個。 

六、應打破公義的迷思並兼顧社會現實面
 

『公平正義』在哲學層次上是至高無上的價值，然而在實

踐的層次上，卻必須考量環境、時機與制度的建構，能否發揮

最高效益，否則手段之不當，可能造成反效果，徒具公平正義

之美名，卻傷害全民之福祉。56
 

以最近進口美牛、油電雙漲、復徵證所稅等三大民生爭議

政策，經聯合報調查發現高達七成四民眾不滿意政府表現。57
 

油電雙漲政策原是要彌補中油、台電的虧損，避免全民買

單，但卻造成物價飛漲，加深民眾的痛苦指數，而這些原本能

夠避免的龐大社會成本卻需由全民來承擔。而復徵證所稅雖符

合租稅公平正義，但在歐債危機的衝擊及全球經濟景氣下滑的

現實環境之下，更屢屢衝擊股市，違反穩定經濟的課稅原則，

                                                      

54
 參《行政溝通的藝術與技巧》第 14頁。 

55
 參《危機的溝通原則》網站 

56
 參《自由時報》101年 6月 4日，A2版〈焦點新聞〉 

57
 參《聯合報》101年 5月 18日，A2版〈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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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財政部長下台。又美牛案更是牽扯到國際貿易與國民健康

的一場國際外交角力。
 

打造公平正義的社會，是政府的職責所在，亦是全民的共

同期望。但政府施政應該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政策錯了就要

改，不能只高舉公平正義的大旗，忽略人民的感受，進而落入

形式主義與目標錯置的泥沼。
 

七、政策執行必須讓民眾有感
 

「德為善政，政在養民」《尚書．典範》。行政官員接受國

家委託代表政府執行此一「治國富民」的職能。58但如果政府

官員只是默默行事，業績只表現在厚厚的績效報告上，可能上

級長官看到了，但人民卻什麼也沒看到，就等於沒人知道政府

為人民做了什麼事。所以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表示「人民若沒

有感受，就等於沒做。」59
 

以前人們對公務員的刻板印象，總認為是捧個「鐵飯碗」

不怕被裁員，錢領的多，事做的少，上班吹吹冷氣、喝喝茶聊

聊是非等下班；媒體亦常常批評政府什麼事都沒做，而民眾也

不瞭解政府為他們做了什麼，主事的官員不能再整日瞎忙、窮

忙，應該用最簡單有效的方式透過各種管道，去宣導政府做了

什麼事，尤其是政策受益或服務的對象，才能提升政府形象與

對公務員的信任感。
 

以政府公布油電即將雙漲為例，物價在預期心理下亦漲翻

天，雖然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宣示「抗通膨大作戰」，但民眾

始終無感，直到對準「亞培奶粉」開了第一槍，亂漲就開罰，

亞培終於宣布不漲了，民眾終於感受到政府的決心，還給民眾

一個公道。60
 

                                                      

58
 參專書第 96頁。 

59
 參《聯合報》101年 6月 27日，A2版〈焦點〉 

60
 參《聯合報》101年 6月 9日，A2版〈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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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將心比心—具備關懷與同理心 

關懷就是時時以民眾福祉為念，親切提供服務；對人民之

需要及所遭遇之困難，以同理心即時提供必要之協助與照護，

增進人民之信賴感。並培養人文關懷與多元文化素養，以寬

容、民主的態度，讓族群間相互尊重與包容，社會更加和諧。

61
 

同理心是指於人際交往過程中，能夠體會他人的情緒和想

法、理解他人的立場和感受，並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處理問

題。62換句話說，就是能將心比心，把自己當做是當事人，並

設身處地去感受、去體諒他人的心境與處境，進而做到相互理

解、關懷和情感上的融洽。
 

《吏學指南》的〈戒石銘〉的十六字箴言「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一直是民眾心中理想官員的

起碼思維。63在《不能沒有你》這部電影中，探觸到基層官員

一切只講求依法辦事，而忽略了對民眾服務不該喪失同理心和

同情心，造就事件主角四處求助無門的困境。64如果政府官員

在處事時，能站在人民的立場思考，多一點關懷，多一點同理

心，苦民所苦，相信能為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帶來更多的希望

與憧憬。
 

九、型塑願景—許人民一個希望的未來 

學習型組織管理大師彼得．聖吉（Peter M.Senge）說：「如

果有一項領導的理念，幾千年來一直能在組織中鼓舞人心，那

就是一種能夠凝聚、並堅持實現共同的『願景』，那是一種共

                                                      
61

 參《銓敘部全球資訊網》網站〈文官核心價值〉。 

62
 參《維基百科》網站〈同理心〉。 

63
 參專書第 34頁。 

64
 參專書第 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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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願望、理想、遠景或目標的能力。」65
 

願景它是組織未來的「夢想」，部屬經由願景的塑造與指

引，在規劃未來工作上的策略與方案時，才能產生追求目標的

一致性，作為組織共同奮鬥的目標。
 

而願景之能引發員工的投入要具備七大特色：1.可欲性；

2.嚮往性；3.務實性；4.聚焦性；5.彈性化；6.溝通性；7.簡明

性。66故一項有力的願景能產生啟發與激勵的作用，在於該願

景能轉化成具體的行動，並產生明顯的成果。故有能力提出組

織願景的領導者，其所帶領的組織必是一個高績效的組織。 

威廉．埃佛勒《基督教觀察者》說：「政府的職責不是給

人幸福，而是給人為自己創造幸福的機會。」67故馬總統在宣

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時，發表「堅持理想、攜手改革、

打造幸福臺灣」就職演說，強調以經濟成長、社會公益、綠能

環境、文化國力與人才培育「五大支柱」為基礎，全面提升臺

灣的全球競爭力，讓臺灣在未來四年脫胎換骨、邁向幸福。68
 

伍、結論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69臺灣在過去半個世紀曾經遭逢許多橫逆險阻，但都是靠有智慧的領導

和一堆勤政為民的官員度過危機，開創新局。70優秀的領導者除了必須

設定明確目標且以績效掛帥外，71更重要的是能以本身使命感，激勵部

屬，凝聚向心力，帶領團隊實踐願景，並進而帶給人民一個希望與幸福

未來。 

                                                      

65
 參《聯合報》101年 6月 9日，A2版〈焦點〉。 

66
 參《領導者的變遷管理角色》第 9-21頁。 

67
 參專書第 273頁。 

68
 參《聯合報》101年 5月 20日，A3版〈焦點〉。 

69
 參《古文觀止》第 679頁。 

70
 參專書第 10頁。 

71
 參《自慢 2:主管私房學》第 2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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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務委員、農委會前主委林享能在推薦序中也

提及：「變動不是容易的事，調整更是要很大的勇氣。」72雖然推動改革

會遭遇許多的阻力，但如果因循苟且、虎頭蛇尾，更不利於國家的長治

久安與發展，只有透過循序漸進不斷改革，讓政策與制度與時俱進，透

過社會公義的實現，才能讓人民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為民興利，解決人民的問題，並進而謀求

國家的進步與發展73。面對國內外紛沓而來的嚴峻挑戰，身為公務員只

有面對挑戰的權利，而沒有悲觀的權利，才能化危機為轉機，帶領國家

繼續往前邁進。
 

故嚴長壽強調：「一個人不要做一個反光體，靠外在的光源來證明

自己，而要做能照亮別人的發光體。」74相信只要想法不一樣，態度自

然會不一樣；作法不一樣，結果也一定不一樣。歷史就像是一面鏡子，

可以讓我們惕勵過去，籌畫未來。我們不能老是用舊的思維來面對新的

問題，如何讓臺灣脫胎換骨，避免向下沈淪，邁向政治與經濟的大國，

並打造一個繁榮、永續、進步與和諧的家園，是新時代公務員所必須面

對的艱鉅挑戰與無法迴避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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