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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公務體系中的異見變成創見 

壹、前言 

影帝梁家輝在電影《黑金》裡有一場商業談判的橋段，經典臺

詞是「我話講完。誰贊成，誰反對？」，試圖想統一電影劇中其他七

家公司的負責人認同他的想法與指揮，其目的是在獲得自己的最大

利益，並且排除異議者的存在。雖然電影的劇情發展，是以武力達

成共識；但此部從社會寫實取材而製作的電影片段裡，所投射出的

社會現實情況，很明顯地表現出「共識是可以操縱」的概念。不論

是在個人或群體的自由意志而凝聚的共識，或者是受領導者壓力所

引導產生的團體共識，都是可以被操縱的。現實生活中，難道共識

就一定是正確的嗎？多數人的決定或領導者的決定，難道不可能會

出錯嗎？ 

《異見的力量》一書的作者查蘭.內米斯研究衝突與創造力的關

係長達二十年，剖析多種心理學實驗的經過與結果而證明：在團體

共同努力尋找決策的過程中，只要有人開始提出不同的意見，或許

有可能會產生團體中發生衝突，或者導致成員間的互相猜忌；但是，

不同的意見卻也更能夠激發成員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對於決策

品質與解決問題的創意，不論是共識或者是異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某些時候共識反而是阻礙，而異見卻是裨益。 

貳、公務員要勇於提出異見 

在公務體系的科層制度中，這種由上而下的管理組織結構，組

織中的人員需要遵守一套特定的規則與程序，並且讓權責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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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層傳遞，也建立起一種明確的權威角色，以期讓組織的效率達

到最高，也是種最理性的方法。體制中的多數公務人員都是沉默的

追隨者，對於上級管理者所交辦的事物，並不會有太多的思考或想

像，會將它視為是一種作戰任務，只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可以了，久

而久之，公務員就逐漸形成一種多做怕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

怠惰心態。在公務體系的決策過程中，為避免讓自己成為異端的存

在，或者不想不被喜歡，甚至是恐懼或害怕被嘲笑或被排擠，因而

導致不願意講出內心所想的意見、成為提出異見的人。因為他們知

道，若是有不同的想法就可能會被上級管理者視為有意見的、不合

群的人，因此多數人在被詢問意見時，通常會將不同的看法與異見

深藏內心不願明確表達。但這樣對公務體系而言是好的做法嗎？還

是應該要勇敢的發聲呢？ 

異見就是不一樣的意見，在團體尋找決策共識與判斷結論的過

程中，我們應該要聆聽不一樣的意見，並且在團體做下決定之前，

必須要去分析多種可能性的策略或附有創造性的解決途徑。即使在

過程中會產生衝突或憤怒，但團體成員都必須學習放下自我價值觀

的成見、拋開對人事物的偏見觀點，因為這都是為了尋找出最佳解

決方案的努力。 

公務員是國家機關中為民眾服務的人員，主要在國家設置的各

種政府機構工作，扮演著執行國家法定的職務權限與政策的重要角

色。公務員服務法第一條明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

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而公務員誓言裡，也明確指出「…關

懷民眾，勇於任事，充實專業知能，創新改革，興利除弊，提昇政

府效能，為人民謀求最大福祉。…」。因此在國家機關體系中，我們

應該要更勇於在團隊中表達出不一樣的想法與意見，將創新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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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同的理念帶到公務制度裡，讓長久以來被人民詬病、不知變通

的國家機關，轉型成可以站在人民的角度、從民眾的眼光去思考，

如何才能為民眾增加福祉及提升行政效能。 

參、異見不是公務體系中的反對者 

在國家機關裡面，我們應要建立可以接納衝突、且允許衝突發

生的心胸與理念，並且能夠接受批評、面對批評的組織文化。美國

BBDO（Batten, Bcroton, Durstine and Osborn）廣告公司創始人

亞歷克斯‧奧斯本於1938年首創的「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

或者稱做「創意思考」，是一種為激發創造力、強化思考力而設計出

來的一種方法。可以由一個人或一組人進行。參與者圍在一起，隨

意將腦中和研討主題有關的見解提出來，然後再將大家的見解重新

分類整理。在整個過程中，無論提出的意見和見解多麼可笑、荒謬，

其他人都不得打斷和批評，從而產生很多的新觀點和問題解決方法。

（摘錄自維基百科） 

腦力激盪的過程中有以下基本規則：不要批評、量重於質、自

由發想、以及結合改善這四種原則。其中最重的原則就是：不要批

評。在運用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腦力激盪活動中，針對新設想的批評

應當暫時擱置一邊。相反，參與者要集中努力提出設想、擴展設想，

把批評留到後面的批評階段里進行。若討論的過程中，先壓下批評

性的言論，參與的人員將可以無拘無束、發揮創意的提出不同尋常

的設想。當人們遇到批評或者預想到自己的發言會遭受到批評時，

就可能會阻礙了我們發現解決方案的能力，而且也會窄化了我們的

理解力，甚至讓觀點受限且偏向單一面向，降低見到潛在問題的可

能性。所以當上級管理者在面對下屬提出異見或新的創意思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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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要仔細地聆聽，並且深入地去詢問其想法與思考脈絡，而不是

予以批評或者拒絕的回應，以避免下屬不願意把內心真正的想法提

出來做討論，因而造成失去創新思考的機會。 

異見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異見也不是「麻煩的製造者」，

異見是不同的想法與看法，必須要有理有據。當某一位成員願意表

達出不相同的意見時，團體其他成員應當包容與接納這樣不同的聲

音，才能刺激出發散性的思考，從不同角度、多元觀點或多樣化的

去思考問題、分析成因，並找出相對應的解決策略。公務人員服務

法第七條即明訂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

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顯示公務人員應當本於良知與依法行政之

原則，且熟悉各項法令規定的程序之內容並嚴守其規定，公正的執

行其職務。 

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的各種程序與方法，都會直接地或

間接地影響到全國民眾的權益與福利。以全球目前遭遇到的最嚴重

的公共衛生議題-武漢肺炎的防疫與防治為例，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在做出傳染病疫情的警戒分級時，若是依照中心指揮官的共識

決定做出第三級或第四級的警戒標準，這樣的共識是否真的是正確

的決策？這樣的決策是否對社會大眾與國民生活造成巨大的影響或

經濟損失？若是在決策的過程中，專家小組的成員有出現不相同的

意見時，建議仍維持第二級時，指揮官是否可以接納與包容如此不

同的意見，或是仍決定要依照自己的評估或想法做出決定。這段時

間以來，不論傳統傳播媒體或是新興媒體的名嘴們，甚至是各縣市

首長對於指揮中心的決策，都有各式各樣的的建議與批評。我國是

民主的國家，自由的言論與自由的批評都有助於想法的產生，不會

帶來阻礙。辯論、甚至是批評都對腦力激盪有益，也是提升決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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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不二法門。 

肆、異見帶給公務體系創見 

當前政府的重大政策之一是推動智慧政府發展計畫，是電子化

政府發展計畫的下一個目標里程，以資料為骨幹，應用物聯網與區

塊鏈串聯政府服務與民眾需求，更結合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優化決

策品質，建構下一世代智慧政府公私協力治理的模式。在公私協力

的推動與發展過程中，一定會面臨與接受到來自民間部門的各種建

言與批評，公部門必須以包容的態度來接納這些建言與批評，這樣

才能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原有的制度是否有不合時宜的部分，並且

做出適當的改變，才能有效的提升行政效率與便民措施。以綜合所

得稅線上報稅系統為例，我國政府剛推行 E 化報稅系統時，下載人

數及使用次數並不多，原因大抵是對 E 化系統不熟悉、操作介面不

順暢、步驟繁雜…等因素，甚至有曾經使用過的民眾，在隔年捨棄 E

化報稅改回紙本報稅的情況發生。 

最初是在2017年5月時，一篇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的抱怨

文章「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引起財政部的注意，加上行政院數位

政委唐鳳帶領的行政院公共數位創新空間小組的協助，讓網路酸民

的批評與需求，實際轉化成有建設性的提案與建議，最終讓 Web 報

稅軟體的操作介面可以更貼近人民的需求與習慣，大幅的提升民眾

使用更省時、便捷的報稅軟體的意願。這也是政府將使用者經驗納

入政策推動與改善的成功案例。 

異見是屬於「少數人」的聲音。但在民主國家政治裡，所追求

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時代，但是「少數人的想法與

看法」通常可能會是被忽略的不一樣的意見；多數派的決策，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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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陷入人云亦云的盲從，雖然單一方法很有效率，但若是錯誤

的方法，卻更容易導致人民生命財產的出現安全性風險。異見幫助

我們做出更好的決定，並想出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異見是要讓我

們理解到，「少數派」的聲音也是有可能影響「多數派」的決定，而

這個影響並不是可以單純的被定義為推翻或否定多數人的共識，而

是讓我們必須要去承認，「少數派」的聲音更有可能讓我們覺察到不

同的想法、看見更多元的觀點，甚至回頭去檢驗自己同意共識的真

正理由，因而讓雙方不一樣的意見，可以更充分地進行辯論、溝通

與交流，更能刺激發散式思考，然後找到更合適的決策與結論。 

要跳脫不受共識所束縛的理性判斷者，那我們就更應該要擁抱

「異見」，更需要去聆聽不一樣的聲音，讓我們擺脫團體迷思，重新

（也是從心）去接觸少數派的觀點，並回頭檢視當初支持共識的理

由。雖然體制內的人員必須要面對新的衝擊，但這也代表人員可以

接受到不同的觀點的刺激，然後讓異見有更大的機會變成「創見」。

「創見」是創新的見解，是將舊有思考觀點，擺脫現有的固著或僵

化，進而發展出新的思考、新的創意與新的模式；創見可以帶領我

們邁向新的方向，也可推展出新的服務模式或服務內容；就像社會

福利政策中的老人共餐食堂、或老人送餐服務的模式，就是一種創

新的見解；把獨居老人的用餐需求，結合自助餐模式、外送便當模

式做融合，結合出一種新形態的社會福利服務模式。打破過往的藩

籬，將獨居老人召集來食堂，不僅滿足用餐需求，更創造出老人相

互交流的場所與時間，滿足到老人心理的需求。 

伍、結語 

異見常會被視為是「麻煩的製造者」，尤其是以追求平穩、依法



 

8 

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的國家公務體制中，更不願意見到或聽

到不一樣的聲音。但是在社會進步的歷史演變過程裡，恰恰好是這

種不一樣的聲音、或者是少數派的觀點，更容易推動社會的發展與

變化。每一項國家重大政策的推動與發展，都是經過長時間的觀

察、研究與分析，才針對不同屬性的社會現象與政策議題制定出不

同的策略與方針；在做決定之前，我們必須要形成共識，但過往我

們從沒想過共識會窄化我們的思考，限縮了我們考量的範圍；事實

上，共識還有可能讓我們只有單一的思路，讓我們只從共識的觀點

來思考，造成我們因共識而成為缺乏理性的判斷者，只是個人云亦

云的盲從跟隨者。唯有打破盲從，讓共識受到挑戰，才有機會創見

獨立的思考，讓異見變成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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