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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讀後心得 

前言： 

對於一棵已結實的果樹，若要我們去摘取，想必多數人一定會

先從容易的開始，換句話說也就是對位於枝椏低處的水果先下手，那

麼等到位置低的、容易採的水果摘完之後，面對那高掛樹枝頂端的水

果，你想怎麼做呢?作者說:「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

因此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若想收穫，那就得費心想方設法學會摘

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是一本省思與剖析

當前台灣各層面現況的書，不僅貼近時事且切身相關，書中指出雖然

問題很多，但較多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暫且當中國為照妖鏡，

縱照見缺失，亦是可以解決的，不必自怨自艾坐困愁城。 

企業家之責 

書中作者談到對於臺灣產業失去動能企業家比起政府須負起更

大的責任，因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聽取企業家最多意見，且「企業

家精神」是四大生產要素之一，其地位舉足輕重可得而知，所謂企業

家應具備增進土地、勞動與資本的利用價值，並創造額外社會福祉的

能力。基於這種貢獻，除了合理的報酬，他們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尊

敬。 

但放眼台灣企業界，很多時候他們只想賺取很多金錢，也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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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小有貢獻，但在其所得中卻含大量不勞而獲的成分，自是從自家

員工身上施行壓榨、搜刮而來，如想節省人事成本便遇缺不補，一人

當好幾人用，卻呼籲員工應該共體時艱；如同書中所提「企業誤把工

時長短當作熱愛工作的指標」，真正有新創造價值的企業，衡量員工

應該是要看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積極度，而不是工時長短。有些更

甚者已嚴重損及社會福祉，如高科技產業排放的汙水導致環境汙染。

因此他們似乎沒有被稱為「企業家」的資格，遑論得到社會的尊敬，

最多只能被稱為商人罷了。 

更何況他們目前眼中只有中國，不思產業升級或轉型，只想轉

往它地繼續採摘最低的水果，卻喪失提高競爭力的先機，進而被後進

者超越、取代了，即便是擁有豐沛資金卻寧願只投入「日也賺，夜也

賺」放著不管也能賺，不必冒險、不必吃苦的房地產市場。若要探討

臺灣人才為什麼流失、經濟為什麼停滯不前，或許身為引領經濟風向

球的大企業真的難辭其咎，呼籲企業家們與其抱怨年輕人是草莓族，

怪他們不懂得自我投資提升價值，不如充實職訓教材，為員工指出一

條技能升級的方向。 

企業家有責，公部門呢？ 

公部門是一個超穩定的結構，是個只要奉公守法、不犯錯，順其

自然靠著年資便能安穩晉升到退休的鐵飯碗，然而公部門給民眾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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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象又是什麼呢？「推、拖、拉」三字是否已然成為一般民眾心中

的刻板印象？公部門與私人企業相較不失為一大「舒適圈」，此書作

者亦認為政府也應該走出舒適圈，廢除所有阻礙創新的法規。 

至於政府應如何走出舒適圈，或許可先反思為什麼人們不願意離

開舒適圈的原因？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勒曾言明，這是因

為人類大腦的某些特質影響了我們的決定。而這些特質，或許正可以

用來解釋為什麼我們總習慣待在舒適圈的原因：  

一、 「禀赋效應」及「錨定效應」 

所謂「禀赋效應」如：當我們擁有一樣東西時，我們便會高估它

的價值，若我們決定要賣出這些東西時，往往就會要求比它本身更高

的價格。這也和人類特質中「厭惡失去」感受有關，即與「獲益」相

較我們對「損失」會有更強烈的感覺。於是我們都會盡量避免損失，

而不是爭取獲益。而「錨定效應」則是指我們會過度依循第一次得到

的訊息來下判斷。 

於是，每當我們想要「改變」的時候，「禀赋效應」會使我們認

為目前擁有的一切是最珍貴的，而「厭惡失去感」則使我們過度誇大

失去目前所擁有的痛苦，導致低估了改變帶來的快樂。最後，目前的

一切就會成為我們的「錨點」讓我們就算要改變，也難以跳出固有的

框架，導致我們認為「不如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理所當然的安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808020023/%E8%87%AA%E6%88%91%E6%88%90%E9%95%B7%EF%BC%8C%E6%89%BE%E5%87%BA%E4%BD%A0%E7%9A%84%E5%B9%B8%E7%A6%8F%E4%BA%BA%E7%94%9F%E9%97%9C%E9%8D%B5%E5%AD%97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505220007/%E6%AF%94%E8%B5%B7%E8%B3%BA%E5%88%B0%E9%8C%A2%EF%BC%8C%E4%BA%BA%E5%80%91%E5%B0%8D%E6%90%8D%E5%A4%B1%E6%AF%94%E8%BC%83%E6%86%82%E6%85%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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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狀待在這個舒適圈。這就好比說，當我們決定轉換工作的時候，

這些特質會讓我們覺得目前的工作比外面其他的機會都來得好，也會

讓我們因為害怕失去既有工作，而沒有看到新工作帶來的機會。所以

一但害怕失去，那麼可以說連挑戰的勇氣也跟著沒了，如此一來便會

陷入故步自封的窘境裏。 

二、 「可得性捷思法」 

當我們在做決策時，會傾向於採用容易取得的資訊做判斷。如果

我們可以很容易或快速的回憶起某些事情，這些事情就會成為我們決

策的基準。因此，最新或記憶最深的信息，會對我們的決策造成最大

的影響。所以當我們想要跨出舒適圈的時候，也會被「可得性捷思法」

所影響。因為我們對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有非常充分的資訊，於是我們

會賦予現況較大的權重。相反的，由於我們對於舒適圈外的事物所知

甚少，所以會排斥它，並且不將它列入成為考量的基準。最後，我們

就會選擇保持現狀。 

三、 「現狀偏見」 

人類是習慣安於現狀，不喜歡「改變」的動物。「現狀偏見」影

響我們選擇不做任何事情，就算知道只需要付出微薄代價去改變，就

能夠帶來極大的好處，我們仍同樣的不喜歡「改變」或「被改變」。

很多時候我們明知「改變」是必須的，但是最後卻選擇了留在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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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圈。因為「惰性」為人之本性，要讓安逸的公部門跳離舒適圈本

不是件易事。如何能在不動用大量資源、不改動現有法例和機制下，

透過適度運用誘因與推力，在不限制個人自由選擇的情況下讓人做出

更好的抉擇，就必須考驗政府的智慧了。 

由於上述大腦的天生特質，使得人類認知直覺判斷往往先於理性

思考，因此政府應扮演「選擇設計師」，透過情境設計與制度安排，

「引導」民眾做出正確選擇與行為，或許賽勒主張的「輕推理論」可

做為未來政府政策制訂的新思維方向。所謂「輕推」，不是強迫，也

不是硬性規定，而是一種輕輕的驅動力，能幫助大眾做出更好決定。

只要選擇架構經過良好的設計，就可以產生對社會有利的推力，同時

又不會損害個人的選擇自由。比如說：酒駕是車禍肇因，比起耗費人

力的攔檢，何不用補貼方式鼓勵，讓每一輛車都安裝「酒精鎖」，使

酒精濃度超標的駕駛無法發動車輛，進而達成事故的預防。「輕推」

是一種全新的政策工具思維，既不全然仰賴政府管控，也不認同完全

交由市場決定，而是透過高明的「選擇設計機制」，來形成一股推力，

協助人們做出有利決定，或者促進人民配合政府政策。 

解決問題人人有責 

作者言：「一切改變都必須從心開始」，國家變革有賴全民願意

改變的心，在這場最低水果已摘完必須向上升級的變革馬拉松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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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袖手旁觀，甚至無賴的想靠政府打點一切，全民

都有責任和義務參與。不論你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此時我們每個

人都是這賽中的運動員，也應當是最佳的神助攻隊友，互相扶持，抵

達終點；而非豬隊友，互扯後腿，向下沉淪。當人民願意改變自己並

負起良善判斷的責任，而非一昧地對政府寄予不切實際的期望，一個

國家始能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以「防制酒駕」為例，政府除了展現魄力和執行力，也要集聚各

界力量如:產、官、學、研、社、媒，讓酒駕零容忍成為全民共識；

更須思考如何透過不停地溝通、教育與宣導，讓民眾願意一同行動來

落實政策，而不是政府口號喊的熱血澎湃，而大多數人民卻覺得改變

無感。 

以「非核家園、節能減碳」為例，要解決能資源短絀與氣候變遷

的危機，政府在投入大量金錢、人力來建置能資源生產設備時，應該

花費更多的心力和資源來與全民溝通、對話，以求凝聚共識。尤其是

須向下紮根培養年輕世代對地球暖化具有危機意識，認知落實資源的

節約和儲備是未來生活的基礎與價值，繼而願意付諸行動，從小做起

或從自身做起，變成日常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有了全民共識的軟性前提，再投資硬體其效益才會極大化。當全

民自發性地投入能資源的節約、儲藏與生產，我們會發現要解決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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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資源短缺的危機，除在供給面規劃投資風能、太陽能、沼氣等的發

電外，更關鍵的是需求面的行動，只要透過政府系統性診斷與重新設

計，加上業者與全民的共同節能行動，大幅提升既有能資源網絡的效

能，建立非核家園指日可待。 

以「水土保持」為例，保護青山綠水，營造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

環境，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不只是民意代表的責任，是每一個住在台

灣這塊土地上的人都該盡的義務，如同我們注重自己居家的整潔和舒

適，也理應將整個台灣當成一個大家庭來共同維護。而不是在天災地

變後，因土石流、洪患導致人民家園殘破、人命傷亡，才來怪罪政府

放縱開發、不肖人士濫墾森林和種植高山蔬菜、痛罵水土保持沒做

好，一轉身，自己卻仍無節制的製造垃圾、浪費能源、放任污染、對

高山蔬菜情有獨鍾、對破壞環境的事件漠不關心。山林變色，通常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造成絕對的沈淪，大地反撲，卻是一夜就能完成致命

的攻擊。怪罪政府沒做好很容易，痛罵民代不長進也很簡單，但要改

變自己浪費成性的習慣和冷淡隨意的投票方式，貫徹環保理念過綠色

生活和選出能夠監督政府執行環保法令的民代，請先試問自己能否做

到？ 

成功之路向來曲折迂迴，不會是直線，也沒有捷徑。正如有句非

洲諺語所言：「如果想要走得快，或許可以一個人走；但是如果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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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走得遠，一定要與夥伴們一起走。」相信全民只要同心協力攜手

並進，我們終將可以走出台灣的困境。 

結語： 

蘇格拉底說：「改變的秘訣就在於，將你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建立

新的模式，而非攻擊舊的。」與本書作者所言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

法複製，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

法，而不是緬懷過去，有異曲同工之義，總而言之「當最低的水果摘

完之後，就是知識與能力要升級，讓自己裝載配備更多元的武器與能

力，升高自己的階梯，摘取更高的水果，如此而已。」雖然社會上批

評年輕人沒有競爭力，仍有年輕人很想自己創業，明知創業很辛苦，

但還是深具信心、願意嘗試，反而是長輩持反對票。這些年輕人創業

面對的困境，正是需要政府訂定政策、積極輔導與媒合，提供各種機

會讓他們去放心大膽地嘗試，以獲得經驗和商機。 

隨著經濟高度開發，快速取得紅利之後，必定會衰退；就像波

浪的起伏，浪潮達高峰就會向下掉。過往的美國，當前的台灣，以及

未來的中國都是如此，這是自然定律，唯有強迫再度向上升級一途，

才能永續發展。這本書鼓勵我們當代本來就是更嚴峻的挑戰，不需喪

志，僅須努力打造梯子為自己也為下一代發展出摘取高處水果的能

力，只要這次學會摘取更高的水果，就會更有自信面對下一個「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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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