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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創造新技術去採更好的水果與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讀後感 

 

主要談的是台灣目前遇到悶經濟，也沒經驗，作者則分成五部

分來發掘台灣目前的諸多問題。首先第一部分由個人本身應如何做

才能面對目前悶經濟的解決之道，第二部分再則推至目前社會所面

臨的悶經濟問題，第三部分然後再討論到中國對我們經濟挑戰的層

面，我們如何因應，第四部份則討論我們目前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問

題和政府高教政策的一些衝突和自我如何調整因應且面對問題，挑

戰問題。第五部分最後則是點出目前企業家對於目前悶經濟問題應

有的態度和抉擇，且需具有國際觀也要有志氣，找出另類企業家獲

利和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模式。其中我則對作者某幾篇最為有同感和

啟發為下列幾篇。 

一、熱血是兩面刃之省思 

作者在文章提到熱血必須有必要元素，就是不能功利，希望我

們看一件事情不要光看其價錢，也要想想其價值。第二元素則必須

付諸行動如反核，反迫遷，反媒體壟斷，反東海岸開發。以上兩個

元素則是目前現在青年最欠缺。而且目前青年最大問題則認為熱血

一定要和功利主義結合在一起才是所謂熱血，對於每件事情都先評

估最後他會得到某些利益，而忽視這件事情會對社會或個人甚至國

家可帶回某些正面價值。目前青年追求的事是舒適的生活圈，對於

熱血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奮鬥且需付諸行動，只要稍微碰到問題

和挑戰，就馬上放棄之前滿腔熱血的理想。我之前國小老師常勉勵

我們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而吃苦只是一個過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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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創造自己的人生目標，且為此目標而努力。而在大學時代起初

每位同學都是滿懷熱血的年輕人，後來大多數都變成毫無目標的中

年人，只有少數實行當年的目標理想。而作者又提到熱血有一缺點，

是會失去現實感。現實感並不是功利，而是要理解驅動變化的力量。

目前台灣傳媒環境惡化和投資大泡沫，讓熱血失去現實感，而認為

只要投資自己和投資企業，且有熱血且付諸行動，就一定會成功，

這樣反而失去目前社會的現實感。如傳媒根本不缺熱血， 只缺獲利

而導致失敗或者須面臨無比激烈的競爭。所以青年在熱血之餘，須

再加強自我專業充實，自我充分準備和現實認知，這樣路才可以走

得更遠。 

二、自己創造是否該跳的槽或不該跳的槽 

作者認為企業角度來看員工流動率太高，會增加企業內部的訓

練費用，但從員工角度跳槽是不是件好處就要看情形。如果剛進社

會，工作遇到瓶頸或原地踏步，許多人都會考慮跳槽， 我則認為一

個職場已經無法學習到新的東西，或者你目前工作已無前景所言就

須轉換跑道至有未來的工作領域或者能擴大自己視野，都應該跳槽。

不要因為公司不穩定或者同事或老闆關係不好而想跳槽，那問題根

本沒解決，你跳槽至其他企業，問題還是存在。也不要只因為薪水

而跳槽，因為有些專業或人際關係是慢慢累積，只要你有所付出，

一定會有收穫。我以我的大學同學為例:  他大學畢業後就到金融業

工作，學習金融的專業領域，但他工作3年後，突然遇到2008年的金

融風暴，其實那時候他已經累積一定金融的專業領域和人際關係，

此時他便思索此領域已經是否學不到新的東西或者只是原地踏步，

而工作時間3年也是須評估自己是否須跳槽至其他領域，後來他選擇

光電業來擴大自己的視野，且「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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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道理是行動的開始，已經實際行動了，是知道的完成，即知即

行。後來在光電業做的非常成功。也秉持這原則，後來也有獵人頭

找專業領域的人才而找到他。他也有評估，目前已經是光電業不可

獲缺的人才。 

三、當兵不該變笨的探索和他國當兵的借鏡 

台灣當兵會變笨的主要原因是： 

（一） 制度固定，按表操課 

（二） 領導幹部會不斷教你一些笨事，所以才會變笨 

（三） 生活單純，缺乏刺激 

（四） 裝笨的人比較沒有事做 

        許多退伍前輩都會告訴你「什麼都是假的，平安退伍才是真的」

所以笨的適才適所。所以有一些人怕變笨才閃兵，其實不然它們認

為當兵只是在虛度時間，且學不到東西。反觀作者則提及以色列當

兵的現況讓我們國軍當作借鏡，他們的做法如下: 

       ( 一 )  以色列不講官階大小 

                  扁平組織跟創業團隊最相契。 

       ( 二 )  以色列人不愛面子 

                  只重視從錯誤中學習，因此沒有爭功諉過的習性。 

       ( 三 )  以色列軍方不要求內務 

                  只講一個人要如何當好幾個人用，因此當完兵，人人都                  

變得三頭六臂，會修飛機也會修電腦。 

所以以色列人每人都期待當兵，因當兵可以訓練你獨立思考，團隊

合作，故以色列是全球最多新創事業的國家。 

四、了解機器一定取代人力的現實 

新科技的兩面刃，雲端教室可能造成老師失業卻可以消弭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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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也可解決大學學費高漲問題，工作流程無人化，想必也會有人

失業卻可解決超商店員手忙腳亂問題 ，作者提及如人生的棋盤的下

半盤，商用無人機是物聯網與大數據剛起步的第一個殺手級應用。

無人機關鍵是軟體而不是硬體。Iphone 結合 itune 不是技術而是商業

模式。所以以上因科技而衍生或發展而出的工作或職位或者其他創

新和行銷管理等須要人性思考的工作或難以用自動化的工作流程，

前途都非常看好。所以也要從政府，企業，教育，個人等各方面著

手，這樣才能創造出光明的前景，而不被輕易淘汰的工作。以上我

們也得知產業轉型，升級是台灣目前面臨悶經濟之重要課題，無論

是人工智慧，工業4、0，物聯網，大數據，…等科技都是未來產業

轉型或升級的趨勢，或者未來製造業將不會是核心，也許核心是服

務，數據，行銷，管理，…等等。目前是硬體和軟體整合平台的數

位和服務。台灣需發揮各產業群聚和創新的優勢，而且要走出自己

的路，且需明白機器人所取代的是勞工的勞務活動，而不是工作。 

五、麥當勞啟示和效法以及台灣的未來發展模式 

作者指出，也許很多人想到麥當勞就想到全球化與美國資本主

義，他想到的卻是它改變台灣人對待小孩的方式，也帶來排隊的習

慣，還有乾淨友善且不缺衛生紙的洗手間，另外，還想到「老當益

壯」。麥當勞的市場高成長雖不再，它的企業史卻可帶給台灣五十才

開始的啟示。柯洛克在52歲，只是事業遇到瓶頸，身體不好，但在

1954年，第一次走進麥當勞兄弟經營的漢堡店，就想「這是我下一

個要賣的東西。」他大半輩子都在做推銷，剛好代理十幾年奶昔遇

到強勁對手，銷售大跌，這時他發現麥當勞是有潛力的公司想辦法

取得麥當勞的經營權。59歲對別人可以已經等待退休，但柯洛克人

生卻才剛開始，台灣和柯洛克很像，也從麥當勞身上學到很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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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它在台灣從直營改成授權，與其悲嘆市場高成長榮景不再，不

如積極點，想想麥當勞是否能為當前台灣帶來一些啟示。這家偉大

企業背後的偉大創業家柯洛克不年輕，亦不必發者體力不好，卻有

年輕最缺乏的視野與智慧，也懂得替別人著想，只要再加上不服老

與不認輸，亦可成就偉大事業，這不是和台灣目前處在悶經濟的情

況很像嗎?台灣目前最低的水果都已經摘完，目前則需建置一些方法

和工具去摘那些中高地方的水果，但這些工具方法則是產業的升級

和創新和商業模式， 麥當勞的啟示則是商業模式，走對商業模式，

台灣未來的前景還是非常光明的。 

由以上我也以自己為例子，我104年出任公職，資訊處理職系分

發至公路總局資訊室從事系統維護工作，主要是資料庫管理和程式

的維護和修改，因之前領域是在電子業從事韌體系統的開發，如投

影機和電視…等等系統的韌體研發，因目前工作跟自己以前所學的

專長領域不同，為了能勝任目前工作，故須馬上研究資料庫領域的

專業知識，下班或假日就去圖書館找相關資料庫的書加以研究，以

應付目前的工作。 

公務人員的工作並非像外界所想的輕鬆，也需要平日就做好進

修充實的準備工作，否則就沒有競爭力，公務人員最重要是為民服

務的熱忱，同時多利用進修管道，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如我因家

庭因素，母親需要有人照顧，因我父親幾年前因癌症往生急需商調

回中南部就近照顧母親，而那時有缺只有監理站有缺 且試驗車的缺，

而驗車則需要有汽車工程或機械工程相關領域才可勝任，我那時認

為只要認真，努力，別人能做，我就應該能做，相信自己應該沒有

問題，後來就毅然決定調回中南部的監理站，因驗車工作需要有執

照，需去公路總局訓練所去考取執照，期間一個多月，上課內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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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機械，引擎，道安，法規，…等等不同專業領域的知識，之後也

須考試如學科，術科均需及格才能順利考取執照，每天課程都是我

從沒遇到的其他領域，其他同學上課都是相關領域故在上課都能聽

懂且能問老師問題，而我是非專業領域的人，故需下課時我需上網

查資料或去圖書館，或還有問題只能私下問老師，如此持續一個多

月努力，終於順利考取執照，其實重點不在執照，而是我又比別人

多一份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 

目前行政單位也給公務人員作各種訓練，包括人生規劃，心理，

休閒生活，文學，資訊安全，電腦，教育，…等等不同領域的演講

或課程，規定每年每人都要達到幾十小時以上的數位課程，如文官

e學院，台北 e大，…等等。因此，每人都有機會聽到或學到專家最

精彩的教育訓練。讓公務生活多采多姿，了解最新和最好的教育訓

練，以專業知識和服務對待內部顧客或外部顧客。這都不是一般私

人企業能有的系統或有計畫性的負擔。除了實體課程訓練外，目前

一些 e 化的訓練尤其更為重要，因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上網站即可接

受各式各樣的 e 化線上專業訓練課程。另外語文部分在目前公職上

也是非常重要，無論在升遷或個人的競爭力上也占比較大的優勢。

其他如再回學校念書，如讀碩，博士，一般生或者目前比較熱門是

以在職生再進修碩，博士。 

目前大部分公務人員都非常上進，隨時隨地都會找機會，追求

更上一層樓的升遷，也讓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更豐富且更有義意。 

目前台灣處於悶經濟，無論在公務人員，如個人層面則需如同以上

所述需創造新的技術和專業能力， 去採更好的水果，在政府層面則

需規劃未來如何協助企業如何產業轉型，共創利基和雙贏的台灣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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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熱血不只是流行，也是代表時代精神的關鍵詞。時

代精神的生成當然是受現實刺激，可是一旦生成，也會反過來鞏固

現實。「走出舒適圈」會變關鍵詞，是年輕世代這幾年真的機會算少。

可是如果最進取的年輕人都抱著「走出舒適圈」心態離開台灣，台

灣經濟一定更悶， 把機會變的更少。一切改變都必須從心開始。目

前我認為，台灣產業失去動能，企業家要負的責任比政府大，因為

過去三十年，政府制定政策時，聽最多也是企業家的意見。我雖然

認為台灣企業家太老，卻不認為老就一無是處，就應該讓位。企業

家也有老得很精彩，老得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讓我們一起天佑

台灣有一個美麗的未來，且攜手努力創造新技術去採更好的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