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瞬變世界中的磐石 - 《美德的經濟學》讀後感  

在傳統中華文化裡面，依士農工商的排序下來，對於商業活動

與商人的評價一向都不是太正面，例如:無奸不成商、商人無祖國、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做…等等，商業似乎總是與奸

巧、背信、利慾…等負面形象相連結，更別想像商業能與榮耀上帝、

天國、屬靈等宗教活動正相呼應。 

但是閱讀了諾瓦克神父所著作的「美德的經濟學」一書，讓我

們能對商業，或者是自身所為的工作有另一番體悟，在諾瓦克神父的

剖析下，將商業活動與呼召相連結後提出了闡釋，「所謂的呼召，是

找到了個人命定的道路，於人世有所助益，做出了捨我其誰的貢獻。」

「從商不僅有嚴格的道德操守需要遵守，從商一樣有崇高的精神要

求。因此以從商為呼召的人，大多有理由以從商為榮，以從商為樂。」

他將商業活動深入剖析後，提出了內含嚴肅的道德實踐，有益於貧苦

大眾、有益於民主制度，並提出了商業三元德，企業內外部的七大責

任，商業與人權的關係等，在在精闢的見解，讓我們對於商業活動，

甚至在自身領域的職業能有另外一面的思考。 

書中舉了一位安德魯•卡內基，美國的鋼鐵大亨為例，他家財

萬貫，但在他的觀念裡，遺留大筆資產給子孫是有害無益的，他千方

百計將大筆財富於死前散盡，甚至寫了一篇文章「論財富」，呼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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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該在離世前盡量散盡家財，還要散的聰明，例如救濟貧苦大眾，

勤勉其發揮才智以求脫貧，而且卡內基更讓大家耳熟能詳的，我相信

是他對於個人激勵與探索成長的相關課程，國內外有許多所謂的卡內

基課程，讓人學習自我探索、自我激勵與成長，以達到更好的自我人

生與社會共處，這些課程都是當初卡內基先生在經營事業中一步步累

積建構出來的精華，是以，商業活動裡，針對了許多問題提出了解決

之道，甚至是昇華我們的物質跟精神生活，全體世人皆能因此受惠。 

在國內外眾多經商有成的企業人士裡，不乏事業有成後投身公

共事務或社會福利的案例，以我們就近的台南這片土地上來說，奇美

實業的許文龍許董事長，就是一位讓我相當景仰的成功企業家，許董

事長的奇美實業 ABS產量是世界第一，能做到這種規模的企業，成就

已經令人望其項背了，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台南這片土地上所投

入的文化與醫療建設，將台南早期的逢甲醫院接手後，現在的奇美醫

院已經遍布大台南的北中南三地，大大提升了台南民眾的醫療環境；

奇美博物館則是文化藝品的收藏寶庫，裡面的提琴收藏舉世聞名，國

際大提琴家馬友友先生也讚嘆不已，除此之外其他收藏的各項文物及

藝術品，也是人類社會裡美學及文化的集錦與傳承，他的哲學裡，事

業，只是他人生 360度中的 90度而已，他說：「賺錢只是我的手段，

不是目的，追求幸福，才是我的目的。」多虧了這樣一位有能力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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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的企業家，我們人類世代累積下來的美學文化才能得以保存與分

享傳承，也才能在我們自身所在的土地享受醫療帶給我們的便利，其

實這個例子，就印證了書中所提到的商業三元德，及企業內部外部的

七大責任。 

個人能力有限，團隊力量無窮，自古人類無法單獨生產所有物

品，有賴交易來達到獲取食衣住行等生活所需的物質，本質上商業活

動，例如市場交易、私有財產、盈利累積這些事自古以來皆有，只是

到了 1810 年才開始出現像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在作者的觀點裡，

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體制，它以合宜的政治體制和相稱的道德-文化

體系為本，聯合多種形色的社會制度(有新有舊)，以支持人類進行經

濟的創造活動，作者在書中擁護資本主義的的論證有二：1.他認為資

本主義協助窮人脫離貧窮困的功能優於其他體制。2.資本主義是民主

制度施行成功的必要條件。 

資本主義尋求立足點的平等，並在個人努力奮鬥、發揮天賦的

時候，確保個人的自由，因此有助於貧苦大眾掙脫貧苦的枷鎖，尋找

機會，為個人的經濟主動權提供完整的施展空間，讓社會底層的階級

有機會向上流動，擠身中產階級甚至更高階級。民主的基礎，有一部

分在於民間的經濟成長，它能帶動起力爭上游的風潮，舉凡社會流

動、個人的成功機會、個人成就感等等，在在有賴於經濟的蓬勃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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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舉早期美國為例來說，當時美國湧入大量的外來移民，因為具有

自由開放的環境，讓所有人能憑自己的努力奮鬥而獲得更好的環境，

經濟，不但是個名詞，也可以是動詞與形容詞，它講求效能與效率，

當整個國家力思創造，並不斷的提升效率與效能，整個發展就活絡、

蓬勃了，這也造就了美國國力強盛的基礎，資本主義可謂提供了國民

物質生活上的優勢，然而在道德層面上呢? 

本書作者認為，若欲了解某一國家企業的道德生命力，不只必

須了解何謂道德品格，也要了解大城市如何塑造一國的道德品格。德

行是要在社會的背景裡面才培養的出來的。老子的道德經有言，道可

道，非常道，有時道德並非以言語可敘述清楚的，我們都要透過從別

人身上學習如何磨練道德的技能，還有透過各種經歷來了解何謂道

德。作者提到，在美國有許多父母和地方社群展現了非凡的韌性和毅

力，這類切身親炙的文化，未嘗沒有強大的力量，透過這些家庭裡、

團體間的互動，德行才得以顯現，才得以明朗。一個人的時候，如果

無欲無求，無從比較，無優勝劣敗之時，很多道德問題不會顯現，然

而當身處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為了自身利益，

為了發揮天賦，為了自己所屬的組織能在競爭中得勝，常常要合作又

要競爭，若沒有訂出適當的規則，則個人、組織將無所適從，是以道

德的要求在企業活動中更是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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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的磐石就在德育。道德，讓群體之間的互動有所基礎，

有禮有節，互敬互信，商業活動如前所述，需要與他人進行交易，面

對自身以外的個體，不論是面對組織內部，或是與外部組織的合作或

競爭，如缺少了德育，則磐石崩毀，互動無所適從，交易無法進行，

縱使短期間能靠蒙蔽對方施巧獲利，但長遠來看則是自毀江山，自絕

後路，現在在社會上，常聽到捲款潛逃的案例，新聞媒體常報導誰捲

了多少錢逃往海外，乍聽之下他們好像過著物質豐腴無缺的生活，但

在我看來，他們過的是遮遮掩掩，須面對自己內心道德不安的痛苦日

子，縱然有人說「人不要臉天下無敵」，但試想，當最後因眾叛親離

到只剩你一個人過生活的時候，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陰影，過著疑神

疑鬼，無法被別人相信，也無法相信別人的生活，能讓人心安嗎?所

以我認為，不論事業經營成功與否，我們為人的道德應先建立起來，

才有身為「人」所安身立命的基礎。 

針對企業，作者提出商業必要的三元德，分別是創造力、組織

團隊的能力，還有務實。此三大品格都需要其他良好的品格來做後

盾，能發揮這些品格，方能達成個人奉獻、追求卓越的人性需求。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資源，就在於

人。促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人，不在資本，也不在原料。」人之所

以在經濟發展中佔有核心的地位，是因為只有人，能發揮判斷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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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決定，將生產工作組織起來，創造出產品或是提供服務，若是沒有

了人類的創造力，再多的資源或是需求，也無法造就出蓬勃的經濟活

動。 

資本主義的核心，便在於企業一定要具備創造的習性。人類若

是看不出自身的價值，找不出方法發揮能力、造福世人，再豐富的天

然資源也形同荒棄，永無挖掘、運用之時。現在我們在從事的所謂的

工作，都是和他人一起工作，或是為他人而工作，涉及的團體往往遍

及全世界，現代的商業經濟體常一開始就以國際體系為目標，透過系

統化、社會性的手段，來提高自身組織甚至是國家的財富。現代社會

的競爭，需要透過訓練有素的專業能力及彼此的協力合作，才有機會

在現代的商業競爭中矗立，工作上需要面對的團體越來越廣，整個商

業的供應鏈裡面，不論是上游的原料商，或是下游的客戶端、通路商

等等，每個組織都需要在自己的環節力思創新，提升效率、效能，或

是開發出新的需求或規格，或是在管理流程上力思改進，這些在在都

需要人的創造力與合作。 

在全球化的競爭下，人類的商業活動，也已經改變了現代的自

然和人文環境，現在一個頂尖的成功企業，除了富可敵國之外，更可

怕的是他的影響力是全球性、無遠弗屆且深遠的，除了在商業活動

上，有許多的員工、供應商、通路商、相關合作企業會被影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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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端的消費者，也就是我們人類，也會因為這些企業的產品而被影

響，舉例來說，個人電腦的發明，造就了我們在資訊、資料處理、影

音享受上的一大進展，演進至現在的智慧型手機，我們的生活模式與

跟人之間的互動已經大大的被改變了，許多以前不曾出現過的模式或

者是問題也油然而生，在面對這麼劇烈且快速的變化，如果一家企業

沒有具備快速反應與創造的能力，將無法在激烈的商業活動中存活。 

資本主義於人類最大的貢獻，不是個人主義，而是民間私營的

營利法人，營利法人發揮知識，善加運用生產材料，敏銳體察世人的

需求、滿足世人的需求，便是在為社會全體服務，企業的經濟意義與

道德意義，便在為他人服務，營利法人以苦幹實幹的精神，代表了人

類社群重要的一面，造物主創造世人，是要世人以團體的型態工作，

為他人而工作。商業是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古代時或許人的需求有

限，單一人力或許還足以生產，然而經歷了工業時代的洗禮，現代的

生產工作已經不是一人可單打獨鬥完成的，光是我們身邊最常使用的

手機，裡面包含的元組件、晶片、作業程式、應用軟體、外觀設計、

烤漆塗裝等等，可被拆分為好幾個部分，需要由不同領域的公司來生

產打造，最後組裝成我們手上拿的手機，如果人類沒有組織團隊合作

的概念，將無法完成複雜的工作，也無法激發出更偉大的創意，則我

們人類的文明將因此而停止成長。然而在組織團隊合作的能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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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珍貴的是為他人服務或是付出的美德，因為有這美德，我們才會去

設想探究消費者的需求，才會去了解整體市場的規模，因為我們希望

幫助這些人解決問題，或是希望他們過的更好。 

企業以行動為方向，行動需要目標，達到目標需要策略，策略

需要戰術，一層層都要顧及人力和其他資源，所以，實事求是的務實

精神，是每一步驟的必要條件。有時候我們會比喻學者是關在象牙塔

裡的人，因為他們雖然學識豐富，但是往往不知道實務上運作的真實

情況是如何，所以我們常會說理論與實務會有落差，在社會上的企業

運作，如何能在有限的資源裡運用策略達成既定目標，這需要有務實

的性格，及誠懇處理事情的態度，不好高騖遠，才能在現實的商業活

動中存活下來。 

當我們身處在企業內部時，相信都希望能在組織中發揮自身天

賦，對社會群體大眾貢獻出一己之力，而讓世界更美好，因此企業的

角色便在協助個人發揮天賦，確保個人有發展的自由與支援，因此建

立良好的制度來達成這項工作，便是企業內部的七大責任。企業於內

部的七大責任：1.以貨真價實的服務和財貨滿足顧客的需求。2.以合

理的利潤回饋投資人投入公司的資本。3.創造新的財富。4.創造工作

機會。5.創造向上流動，為勤奮工作、發揮才幹、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等信念打下實證基礎。6.推動發明與創意，獎進科學文藝。7.共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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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利益以廣為分散為宜。 

古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身為企業，除了自身內

部建立起完善的制度，運作良好之外，對於外部社會也應該有其使

命，當以自身能力來使外部社會的人文或是環境有更美好的進步，企

業於外部的七大責任：1.於企業內培養社群意識，維護個人尊嚴。2.

保護自由權的政治。3.以身作則，尊重法律。4.社會正義。5.與投資

人、股東、退休人員、顧客、員工經常做充分溝通。6.貢獻心力，改

善企業所在的地區與周遭環境。7.保護自由的道德生態。 

一般世俗大多認為大企業都是勢利眼、陳腐、自私自利的角色，

但其實透過作者的層層分析，要成為成功的企業，在商場佔有一席之

地，如果沒有具備創造力、組織團隊的能力及務實，還有其後續延伸

的其他品格，是不足以在競爭激烈的商業活動中存活的，加上現代企

業也都有其自許的內外部的責任，我們對於商業活動的本質透過諾瓦

克神父的角度，可以發現其良善且嚴謹的一面，如同神賜與在我們這

世上諸多美好的事物一般。 

將商業的三元德延伸到我們的公務生涯，其實道理也是相通

的，具備創造力，才能發揮效能，提升國家的利益，良好的組織團隊

能力，才能提升行政的效率，具備務實的觀點，才能提出有利於人民

的政策，而不只是數據或是曇花一現的亮點；國家是事關全體國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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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的重大企業體，政府也可以運用商業的管理理論來經營，政府的客

戶是全體國民，收益則是國民幸福安定的生活，如能將本書對於企業

的內外部的七大責任落實在政府組織上，從我們自身做起，讓我們發

揮自身的天賦，在服務中了解到上帝對於我們的呼召，我們才能提供

民眾更好的服務，為國家帶來更好的前景，想像一下，如能讓一位樂

於助人的人任職在社會福利的單位，在為弱勢民眾提供相關服務時便

能更體貼細微，對於忌惡如仇的人，如能在打擊犯罪的檢警機關，相

信對於我們的治安事更有保障的，上帝都為每個人提供了天賦，只是

我們能不能發現它，好好善用它，來提升全體社會的最大福祉。 

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在經爭激烈的商場上，縱使各派的經營理

論汗牛充棟，但身為最基本的人，諾瓦克神父為我們剖析出了個人乃

至企業體，長遠經營所需的重要因素—道德，他以宏觀深遠的角度分

列條析，希望能為我們整體社會提供永續經營的環境，實在值得我輩

深思力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