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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一個國際思惟的開放政府－《最低

的水果摘完之後》讀書心得 

一、前言 

    假如你是一個每日以機車代步的人，心中一定會有所納悶，為何

台灣的機車不能像歐美國家一樣有如汽車式的外觀，如此就可以不必

天天接受風吹日曬雨淋，也可減少肉包鐵產生的交通事故，這些許多

機車族長久的心願，有辦法進入公部門來討論嗎？答案是有的，這個

提案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曾經出現過，可惜附議人數未達門

檻 5000 人，提案無法進入公部門來討論，又為什麼高鐵無法延伸至

屏東呢，許多民間認為好的政策，實際上卻無法在政府推行，是哪一

環節出問題了，在本書〈菲律賓最懂走出舒適圈〉這一章節中提到：

「政府也應該走出舒適圈，廢除所有阻礙創新的法規」，點出了公部

門的核心問題，一旦法規無法鬆綁，四輪機車永遠無法進入台灣市場，

台灣人只能看著國外新車發表會流口水，卻無法享受和別人一樣的利

益，在如此民主的社會，底層人民的心聲無法讓資源擁有者聽見，該

如何解決上下層之間的落差距離，無非是政府要放眼國際，以開放的

心胸廣納民意，才能帶領台灣向上提升。 

二、本書摘要及評價 

（一）本書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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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將本書區分成五輯，分別從時下現況、兩岸競爭力、全球視

野、高等教育、企業家問題討論，剖析台灣目前所遇到的問題，關鍵

核心在於政府、企業家的保守心態以及國際視野的缺乏，使得產業缺

乏動能，遲遲無法升級，看衰台灣的人說找不到人才，其實真正的問

題不是找不到人才，而是沒有良好的培育制度，從教育面就出了問題，

不能怪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其實年輕人遇到的問題是上一代不努力

的結果，上一代為了壓低成本前進中國，或是將資金轉投注在房地產，

說穿了就是不願意創新，導致產業無法提升，人力頻頻外流，別怪年

輕人只追求小確幸，其實都是上下兩代不努力的後果，我們不應該緬

懷過去而應專注在為現有問題找出解決之道，在某一高度的水果摘完

之後，面臨的將是知識問題，人力如何提升水平才是我們要努力的方

向，從制度面、政策面、教育面等源頭都須改變思惟、跨出舒適圈。 

（二）本書評價 

1. 從時下流行語分析時代精神：我們經常會用到「熱血」、「小確幸」

等詞彙，卻沒有去思考過這些詞彙的來由是什麼，在本書中就將

熱血的意義做了精闢的見解，源頭來自於日本電玩《熱血》系列，

高中生從事格鬥、踢足球等各類肢體競賽，但在台灣指的是大膽

追夢，還要具備三要素：不求功利、付諸行動、做自己，例如辭

掉工作當背包客、返鄉務農推廣家鄉文化……等皆是熱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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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代表了不光看「價錢」，也要想想「價值」的時代氛圍。另外

作者也解釋了「小確幸」的真實含義，在春上村樹原作中其實對

應的是「充滿未知的大奮鬥」，意旨本身在追求自我實踐之餘，

也須偶爾點綴些小幸福，但台灣卻變成了年輕人不敢追求大夢想，

只追求吃早午餐、看電影等消遣時間的代名詞，作者運用流行語

點出新一代不敢實踐、不夠努力的問題。 

2. 書中論點公私部門皆受用：本書所提到的問題在各領域，不管是

政府還是民間企業都可適用，例如在〈狼性不是解方〉這一章節

中提到，狼性指的是「敏銳的嗅覺、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

神，群體奮鬥」，應是探討台灣企業怎麼失去這些特質，而不是

針對年輕人，政府與企業家應激發出年輕人的熱情與使命，為他

們指出方向，本就是資源擁有者不該逃避的責任，中老年若懶得

激勵年輕人，不也是一種逃避責任？1點出台灣的資源擁有者也該

負起責任引領下一代，而非鞏固自有資產，僅保障既得利益者，

享受上一代的甜美果實，而讓下一代沒有發揮的餘地，政府與民

間企業都該思索一個問題，當人才不斷輸出到國外，國內又有哪

些值得人才留下的地方，這是公私部門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心得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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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點出台灣問題的同時，以豐富閱歷及國際視野來告訴我們

問題不是不能解決，而是要以不同角度來看待問題，尤其是資源擁有

者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們應努力提升人力水平，發展智慧財，

知識與創新才是屬於我們這一代所要摘的水果，因此不必看衰台灣，

當機器逐漸取代人力的隱憂出現，我們不是煩惱失業問題，而是人力

無法跟上全新的工作模式，軟體與硬體兩種人才如何結合，將來物聯

網、3D 列印、掃毒達人都會是熱門產業，我們自然會找出一條屬於

這一世代的出路。 

    在本書中特別強調國際視野和教育問題，這兩個問題我認為政策

制定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是領頭者，制訂出對的政策才能引

領國家前進，若只能提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並無法長遠，因

此政府更應重視自身的國際視野和內部人才培育，才能具備智慧與國

際思惟來因應瞬息萬變的社會問題，更應傾聽基層人民的心聲，才能

將心比心，提出人民真正有感覺的政策，因此讀完本書後，公部門應

有所積極作為，分別論述如下： 

(一)公部門應加強人力資源管理 

    「彼得原理」是管理學家勞倫斯•彼得所提，指的是一個人被擢

升到不能勝任的職位，反而變成組織的負資產。2由於公部門分層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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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的組織架構，產生了一個現象，公務人員平均在單位內做同一工作

有可能長達十年以上，一旦被提拔為主管，反而無法適應，因從無做

過其他職務之經驗，無法全盤瞭解整體業務情況，產生見樹不見林的

窘境，假如又存有馬上升官之候鳥心態，更無心深入了解屬下工作內

容，只在乎自己的升官績效，看在屬下眼中恐怕已成一場災難，更令

人咋舌的是，老是狀況外的主管竟比比皆是，年輕一代看上一代如此

做事，無非有樣學樣，沒有能力都能當上主管，又怎能取得屬下信服，

因此公部門若要改善此一情況，應做好人力資源管理，建立培訓機制，

使人人都是通才而非專才，並適才適用，把對的人放到對的位置，扭

轉機關負資產成為正資產，是首要之務，否則錯誤的人做了錯誤的政

策，民怨四起，百姓終有一天會反彈。  

(二)腦袋鬆綁，法規鬆綁 

    政府雖然努力倡導法規鬆綁，但實際運作模式卻是由高層主導，

基層雖然努力提出創新點子，到了法規鬆綁會議中，十之八九的提案 

被剔除，剔除原因除了有經費問題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阻礙，那就

是高層不敢大幅度變動的想法，例如四輪機車要歸類在汽車或機車，

未來上路後如何管制，還有考照制度要如何變動，牽一髮而動全身，

為了節省麻煩，減少後續作業流程，許多可行的政策變成不可行，或

許背後還有更深層不可說的原因，例如衝擊到某些財團之利益，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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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某些壓力團體等，可是如果在決策時放眼國際去思考，四輪機車並

非不可行，歐美國家早已行之有年，如果腦袋看的層面僅侷限在內部

作業，卻忘了向全世界學習別人的優點，高層腦袋不鬆綁，開再多的

會議，喊再多的口號，都顯得流於形式，即使我們號稱已開發國家，

其實內部運作方式也只具備開發中國家的特質罷了。 

（三）效法麥當勞，給民眾「得來速｣ 

    除了政府的國際視野需提升外，找到好的學習標竿也很重要，本

書在〈麥當勞啟示〉章節中提到服務業品質的提升是因為麥當勞進來

後，在點餐速度、商品設計、清潔度要求等都成為各服務業的新標竿，

看見民間企業的做事效率，還有創意的廣告宣導，政府更應汲取民間

企業之優點，想辦法引進企業模式，改善機關緩慢又無效率之印象，

特別是第一線面對民眾的窗口，經常接到民眾申訴等待時間過久，解

決此問題應效法麥當勞，設計「得來速」窗口，簡化作業流程，減少

民眾東奔西跑，一個窗口即可完成所有的業務，並運用科技來取代人

力，將部份業務改為線上申請，以減少窗口等待人數，公務機關最令

人擔憂的一件事是故步自封，長久累積的行事風格無法改變，本位主

義過於濃厚，無法將眼界擴展向外， 應建立與外界接軌的管道，尋

找優質的學習標竿，定期觀摩學習，給予員工更寬闊的視野、更多進

步的空間，才有辦法改進整體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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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參與不只是口號 

    開放政府是給予民眾多元管道參與政府公共事務，拉近政府與民

眾之間的距離，並讓政策可以更公開透明的討論。我曾經在網路上使

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可惜參與這項管道的人有限，某些好

的提案無法通過 5000 人之門檻無疾而終，美其名是公共政策參與，

但其實也只是嘩眾取寵而已，絕大多數的決策其實還是掌控在少數人，

這其實是一種「制度暴力｣，我們常常被教導少數服從多數，可是在

真正進入決策階段時，往往礙於高層的權力地位，基層也只能低頭認

同，有多少高層會站在基層的角度看事情，有些人甚至沒有當過基層

就直接被拉拔至高層，那他們有辦法體會基層的心聲嗎，為何恐龍法

官那麼多，沒有太多生活歷練是主要原因，在無法苦人民之苦前，就

已成為最高仲裁者，他一個人的價值觀有辦法代表全體人民嗎？雖然

國民法官的制度已將要建立，但是成效能有多少目前尚未知，期許政

府在重大政策決定之前，能有更多民間參與管道，例如二行程機車強

迫汰舊換新的政策，最初就應考量廣大民眾的心聲，結合民眾、政府、

企業來共同思索更好的策略，減少錯誤的政策讓民眾訴諸街頭抗爭之

情形。 

四、結語 

    狄更斯《雙城記》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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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總有一體兩面和因果關係，作者提醒我們別誤以為自己生不逢時，

上一代由於政治、經濟環境的關係，剛好趕上國際分工的時代，以代

工出口就能享受龐大利益，他們所享受的果實是美國歷經好幾次金融

危機後所帶來的分工體系，也就是「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 ｣3的

道理，而這一代的契機則有 3D 列印、人工智慧、掃毒達人、數位平

台等，如何在一片紅海中找到自己的藍海策略，就要靠全球視野與智

慧，也更需要政府引領方向，激發出年輕人的熱情與使命，因此政策

制定者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站在全球視野的高度，虛心接納各界

意見，才能研擬出對的政策。 

    為提升政策制定品質，減少「頭痛醫腳｣的錯誤，公部門應與時

俱進，加強內部人力資源管理，從源頭開始著手改變，若人力水平沒

有提升，如何引領廣大人民前進，唯有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的通才，提

升內部實力，才有辦法彈性應變，此外決策高層更應鬆綁腦袋，虛心

向全世界汲取長處，降低本位主義思考，走出舒適圈，廢除所有阻礙

創新的法規，更應虛心向民間企業學習，與社會同步接軌，落實民眾

參與政策制訂機制，讓政策制定過程透明公開，給予基層人民信任感，

勝於在檯面上呼喊民主自由，否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與時俱進

的政府終將被淘汰，因此開放政府更需具備全球視野，以領頭羊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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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帶領社會及企業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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