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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讀後心得 

壹、前言  

瑞典，北歐國家，對於身處亞熱帶的台灣人而言，屬於相對陌生

國度。英國「經濟學人」所屬機構「經濟學人資訊社」公布 2020

年民主指數，台灣在 167 個受評比國家地區排名第 11，瑞典則為

第 3，前三名分別為北歐五國的挪威、冰島及瑞典。 

想了解一個國家，對於其地理位置、氣候，需先知悉、瞭解，因

其往往影響該地生活習性及民俗風情。瑞典，地處北歐斯堪地納維亞

半島，首都為斯德哥爾摩。西接挪威，東鄰芬蘭，瑞典面積為 450,295

平方公里，面積約台灣 12.4倍，為北歐面積第一大國家，人口約 1007

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 24.5 人，台灣人口密度則為 651 人。瑞

典位於高緯度，大部分地區屬溫帶氣候。因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響，

寒冷的冬季平均溫度大約零下 4至 2度。 

此一國度，氣候、緯度、人文與台灣相差甚大，他山之石，可以

為錯，瑞典的民主、完善的福利制度以及性別高度平等的社會氛圍等，

有何可供台灣借鏡呢?  

貳、專書介紹及重點摘要  

本書作者為辜泳秝，高雄人，瑞典新移民，定居於瑞典韋克舍，

透過本書將瑞典介紹于國人。 

一、認識瑞典精神。 

(一)性別平等及女性主義為政策核心價值，造就婦女就業比率歐盟

最高。 

(二)好還要更好，永不滿足。瑞典國民年平均所得已達美金 5 萬元

以上(台灣 109 年國民年平均所得仍未達美金 3 萬元)，對於目

前成就，仍不自滿，不斷創新求進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E5%A0%B1%E5%91%8A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E5%A0%B1%E5%9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7%9A%84%E7%BA%B3%E7%BB%B4%E4%BA%9A%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7%9A%84%E7%BA%B3%E7%BB%B4%E4%BA%9A%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E%B7%E5%93%A5%E5%B0%94%E6%9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A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4%A7%E8%A5%BF%E6%B4%8B%E6%9A%96%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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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善好施的瑞典，國際援助行動，從政府至民間，議題從兒童

人權保障、愛滋或瘧疾等傳染疾病至難民。 

二、追求良善的思想 

(一)瑞典的教育，從小時候就社會化，進入團體生活，培養獨立自

主能力，培養過程，著重給釣竿學習釣魚技巧，而不是直接給

魚。 

(二)瑞典人環境保護的意念強大，消費習慣重視產地產地銷及永續

生產。 

(三)世界第一座專賣回收商品的商場在瑞典，重視環境永續，二手

舊物買賣風行。 

(四)在性別平等的瑞典社會，人人都要好-瑞典人討論公共事務，常

說的一句話，亦即公共事務需考慮每個人的需求，不以單一族

群利益為出發點。 

三、建立友善的社會 

(一)瑞典於 1995年通過同性伴侶法，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才確立，

2009年性別中立婚姻法的出現，才有機會成婚。 

(二)瑞典於 2015年歡迎難民政策，湧入人數眾多難民，瑞典政府及

民間，對於難民之居住、學習及工作安排等等，協助移民快速

融入當地生活。 

(三)瑞典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家裡有毛孩子，政府重視毛孩子

權利，以法規規定課予飼主應盡之作為。 

(四)地廣人稀，樹多於人，近 7成國土為森林，不打擾、不破壞，

公眾近用權為瑞典悠久傳統，親近自然的權利，人人有。 

四、打造全民的幸福 

(一)瑞典對於精神病患處制方式，由早期以驅魔、禱告、監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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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演進至開放式、自主式治療，進而重新回到社群。對於因

精神疾病引發隨機殺人案件，瑞典媒體相當自律、小心謹慎，

避免煽動大眾恐懼情緒。 

(二)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除了注重各地的無障礙設施，更鼓勵、引

導，創造互動機會與交流，融入社會群體。 

(三)瑞典人熱愛戶外活動，親近大自然，地廣人稀樹多湖多及氣候

因素外，政府政策的推動，更是推手。 

(四)歐洲最綠城市-韋克舍。自然環境保育、綠色生活及努力達成零

化石燃料目標，環境永續發展，居民、公司及政府全體總動員。 

參、延伸思考及心得啟示 

一、瑞典新移民 VS台灣新住民 

    台灣新住民(結婚)雖與瑞典新移民(難民)發生方式及背景有異，

惟初來乍到一個新地方，語言是融入當地生活模式最基礎的條件，也

是最重要的溝通方式。瑞典對於新移民(難民)的協助措施，如語言咖

啡吧、閱讀協助小組及各式各樣線上學習網站等等，均在協助加快新

移民融入當地生活，成為社會進步助力。台灣對於新住民語言輔助，

尚有努力空間。 

    任職於監理單位，常有與新住民接觸之機會，發現新住民對於國

語識字方面，亟需加強。雖然聽、說能力因久居而能逐漸適應，但因

無識字能力，導致影響日後自學能力及深化本地風俗民情內涵。台灣

新住民大部分是遠嫁來台之外籍新娘，因時空背景，很大比例是弱勢

家庭，更因是嫁入新家庭，夫家往往也不希望媳婦參與公共活動，避

免被煽動或誘引而逃家，故政府除應建立新住民成人教育語言制度外，

鼓勵新住民加強學習國字，甚或補助獎勵新住民取得本國學歷，以助

其融入社會，發揮其專長，貢獻回饋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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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典各式民間組織 VS台灣社區活動 

    瑞典非營利民間組織散布於各領域，如輔導青年創業的「青年創

新」、地產地銷消費的「REKO社團」、毛小孩交易的「瑞典狗園俱樂

部」….等等。對於瑞典社會各階層或各領域，皆能發揮其貢獻，提

供社會完善之助益。 

    非營利民間組織有其成立之目的及功能，政府建立機制，輔導熱

心團體或人員，集相同志向之團體或人士，依其服務志向成立組織，

服務民眾。台灣地狹人稠，目前深入最基層、最廣泛的組織應屬各社

區之社區發展協會，協會係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所成立的社區組織。每

至星期六上午，開車至市區購物，僅 10公里路，即可看到 2至 4個

社區的社區志工，三五成群或拿著掃把，或拿者畚箕及垃圾袋，於各

社區路邊進行清掃。當然，社區志工協助打掃道路，僅是社區發展協

會一小部分之活動內容。社區發展工作，除了使鄰里及社區能獲得生

機與活力外，更重要的是要營造出一個快樂、有文化、有人情味的溫

馨社區。諸如社區安全巡守隊巡守維護社區安全、端午節飄香肉粽、

母親節及八八父親節孝親活動、九九重陽敬老活動、獨居老人關懷活

動、呷飯皇帝大~中午供餐活動、農村再造活動….等等，皆是活動內

容。台灣民間各社區，不乏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擔任志工，且樂在其

中之人士。各行各業人士，不管在職或退休，利用休假及個人休閒時

間，參與社區活動，為地方服務。社區發展協會提供此平台，參與民

眾通力配合及發揮團體精神，並運用各種社會資源，營造社區和樂氛

圍，提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及素質。 

    維護社區發展協會運作正常之經費，除政府少的可憐之補助費外，

均由協會幹部到處募款，鄉下地方，社區內人口稀少，並無工廠或公

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常為社區發展協會之窘境，政府對於此類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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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應給于更高之關注，以維護其運作基礎。全國各社區發展協會

運作，於各社區已成當地居民重要之聚集活動，亦能有效發揮功能，

為社區居民提供溫馨舒適之環境。社區發展協會發展至今，政府應更

善加規劃引導，除適時補助經費外，對於特定族群之照顧，如外籍配

偶學習、高齡者常照、學齡前兒童照護…等等，結合社區發展協會，

以少數經費，達到廣泛之成果，方是普天大眾之福。 

三、「給他一條魚，不如給他一根釣竿」VS啃老族 

    瑞典教育強調培養創新自立、解決問題能力，「給年輕人釣竿」，

培養其謀生獨立自主能力。台灣呢?台灣經濟於民國 60年代前，仍是

相當貧困，70至 80年代起飛，歷經顧三餐，只求溫飽年代，至經濟

好轉後，對於下一代呵護倍至，溺愛有加。為人父母不僅擔心子女挨

餓受凍，更處處給予最優待遇，「不教釣魚技巧，只給魚」造成子女

以自我中心，欠缺自理能力，因家中沒有經濟負擔，不願就業而閒在

家，依靠父母供養。 

    天下父母心，為人父的我，也是盡所能給予女兒完整的照顧，每

當社會出現逆子為錢弒母或啃老族要錢不成傷害父母此類新聞，總是

百感交集。此一社會問題，應師法瑞典教育，培養創新自立、有解決

問題能力的下一代。 

四、農產品國產的最好 

    瑞典地廣人稀，重視地產地銷及永續生產，自產農產品不多，多

數仰賴進口。消費者相信國產品質較優，願意花更高的價錢購買國產

農物。人民偏好瑞典自產，他們相信瑞典的法規能保護生產者及保證

食品安全。 

    相較於瑞典農業，家庭務農的我，感觸頗深。台灣農民更是何等

悲哀?辛勤耕作，期盼豐收，當豐收盛產時，卻常遇滯銷。台灣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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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小，消費有限，各項農產品，如遇外銷停頓或減少出貨，往往造

成滯銷，只能賤賣。如遇天災，如颱風或豪雨，一年辛勞可能付諸流

水，無法收成。盛產滯銷新聞，時有所聞，年復一年，亦未見政府有

何改善措施，輔導農民，香蕉、鳳梨、柳丁、芭樂、高麗菜…等等，

每年仍重複上演相同情景及新聞，每當此等新聞出現，就會出現政府

官員鼓勵大家多買多吃，而實際端的農民呢?確只能含淚低價賤賣或

任其腐爛，艱苦吞腹內。鳳梨，應該是目前最夯的水果，中國大陸以

檢疫因素 3 月起禁止進口台灣鳳梨，每日新聞大篇幅報導。上

至蔡總統、蘇院長、陳主委，下至民間公司行號，大力推銷購買，此

舉，表面上是力挺農民，實際上農民收入所得才是重點。去年平均價

如果是 20 元，那推銷價至少要高於 20 元，甚至提高至 30、40、50

元，對於農民而言，那才有實益。政府當下最應該做的，是全面檢視

農產品外銷政策，建立暢通有效的產銷機制，錯誤機制應立即停止。

此事件，不論是政治因素或是檢疫因素，農民何其無辜?農民遵從國

家安全用藥規定，風吹日曬，辛勤勞動，政治因素或是檢疫因素，苦

果確是農民承擔，農民何罪之有? 

    農委會應負起輔導農民責任，提升技術，開發適宜台灣種植之優

良品種，提供農民種植，改善農民收入。農委會所屬農業農改場開發

出新品種蓮霧，名為台農 3 號黑糖芭比蓮霧，號稱蓮霧界的 LV，政

府單位開發出優良品種，理應廣泛推廣種植，照顧農民增加農民收入，

造福消費者，方是農委會存在之目的及使命。豈料，農委會確向農民

收取每公頃高達 18萬元 10年授權權利金，蓮霧種植，前 3年無收成，

樹勢穩定約 7年，台灣大多是小農，這豈是輔導協助農民之政策，消

費端，因此政策，需花費更高費用方能購買高品質蓮霧，這豈是消費

者之福。雖說，使用者理應付費，但農委會是政府機關，本應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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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健全農業機制為主，此政策，應懸崖勒馬，盡快開放輔導農民

種植，增加種植面積，方利外銷各國，賺取外匯，改善基層農民經濟，

經此事件，即可確認台灣政府對於農民之政策傲慢，台灣政府虧待農

民，相對於瑞典農民之幸福，台灣農民，何其悲哀? 

肆、結語 

    近來「護國神山」台積電，成為國人常見或常頌之詞，其於晶圓

代工領域，全球市占率第一，市占及技術狠甩韓國三星電子，更有媒

體形容「三星僅看到台積電的車尾燈」。台積電獲利及股價不斷創新

高，帶領台灣股市突破歷年高點，近來更因汽車用晶片短缺，汽車製

造工業大國德國、美國及日本，相繼請求台灣政府協助。台灣於國際

上之能見度，大幅提高。台灣人可以自豪，但千萬別自滿。 

    瑞典人對自身成果可自豪但不自滿，可以更好，可以再突破，更

上一層樓之特性，此時正可警惕台灣政府，莫為此沾沾自喜、自滿。

台灣絕對有本錢可以再更好，台灣企業充滿創新，絕對可以再突破，

更上一層樓，讓台灣不僅有護國神山，更可創造出更多護國群山。台

灣內銷市場小，無法與美國、歐盟或中國大陸市場規模相比，台灣政

府應有氣度及遠見，規劃前瞻政策，引領企業走向世界，創造出護國

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