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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樞機序

輔仁大學針對《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一書，召開國際學術

研討會，這是第二次。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專注於「生活品質與

天主教社會思想」。而上次研討會的內涵是「普世價值與本土

關懷 J '係 2005 年舉辦的。

該書英文名稱為 Compendium 01 the Social Doctrine 01 the 

Church '內容豐富，詮釋教會社會思想極為慎密、詳實，的確

值得反覆研討。

輔大使命副校長室與生活品質研究小組運用講座、對談、

論文發表及雙向「間與答」等不同方式，建立一合宜平台，試

圖一方面從天主教社會思想當中，萃取其精華;另一方面從台

灣人民生活的貫作面，觀察其生活品質所呈現的現象、特質乃

至困境，盼能將精華傳揚出去，俾能對困境的解決有所助益，

對價值觀的建立有所啟迪。

輔大榮譽博士，也是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馬丁諾樞

機( Ca耐nal Renato R. Martino )強調:如果能掌握《教會社會訓導

彙編》的精義，並能體會到周邊「心懷善意」之社會人士對「愛

與關懷」的渴望，則閱讀這本書自然就會豁然開朗。

從香港來的陳日君樞機，舉了許多實例，呼籲要以「愛的

文明」提升生活品質。前使命副校長耶穌會詹德隆省會長認為:

務實而言，不僅要提升個人的生活品質，還要在默守寧靜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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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石上，從世俗慾念的掙扎中超拔出來，以促進社會整體的

生活品質，則小我才可能過真正喜樂的生活。他回顧輔大生活

點滴以及在輔大維續和推廣全人教育的經驗，應極富參考價值。

講求生活品質，勢必要能夠有真正的選擇權，方能享有自

己在乎的生活。

選擇的自由來自人權的保障、家庭價值的肯定、制度的建

立、公平正義的追尋，以及對知人、知物、知天的領悟。換言

之， r 和平」不只是一項必要的工具，也是「發展」的新名詞。

圓滿的和平，包括真理、自由和正義。

研討會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將臨期間召開，恰好在聖誕節

前一周。本序撰寫的時刻，復活節近在眼前。在此願以德肋莎

修女的身教「心懷大愛做小事」共勉;去散發關懷與喜樂，帶

給社會祥和與希望。

輔大董事長

單喝亟 m叫3 月 18 日



編存的話

2005 年 12 月 17 日，梵二隆重頒布《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

職憲章》四十週年慶辰的當天，輔仁大學特別舉辦了一場以「普

世價值與本土關懷:天主教社會思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

會;主要目的就是在給羅馬教廷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於 2004

年 6 月 29 日頒布的《教會社會訓導彙編》這個文獻，在台灣、

香港及美國的華人教友經驗中，做多面向的詮釋。我們收集了

當時的論文編輯成書，收入「輔大神學叢書 73 J 。

兩年後， 2007 年 12 月 19 日，再次以這《教會社會訓導彙

編》文獻的台灣及香港華人地區的經驗為基礎，舉辦「生活品

質與天主教社會思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十四

篇論文及一場經驗分享的對談。我們循例也匯集全部論文及對

談記錄編輯成書，題名《生活品質之泉源:天主教社會思想、論

文集續篇)) ，收入「輔大神學叢書 82 J 。

本書除「緒論」及「跋」之外，分為「天主教社會思想理

論分析」與「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兩大部分。簡介如下:

「緒論」兩篇:香港教區陳日君樞機主教的(以愛的文明

提弄生活品質〉、耶穌會中華省會長詹德隆神父的〈生活品質

與信仰:輔大教學行政生涯經驗談〉

陳樞機從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的經驗談起，他認為以「政

治掛帥」、「經濟發展」、「享樂主義」等角度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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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恰當的態度;而應該從「建立愛的文明」作出發點，要

謹守「符合公益、仁義、道德文化的基礎」的宗教觀點，才能

發展出健康的民主精神，建設有希望的陽光社會。

詹神父則以自己在輔仁大學校園中求學、服務總共 30 多年

的經驗為基礎，來談信仰在高等教育中對優質生活可能發生的

作用及貢獻。他談近年台灣教育界積極推動的「服務學習」

也談到「環境保獲」、「工作倫理」、「慈善工作」等相關課

程及學生活動，在輔大推行的經驗。

以陳樞機及詹神父的兩篇經驗分享作為緒論，是為凸顯本

書是以台灣及香港華人地區的經驗為基礎，來詮釋《教會社會

訓導彙編》文獻，這是本書的中心目標。

「天主教社會思想理論分析」中，收錄了七篇文章，全方

位涵蓋《教會社會訓導彙編》各面向，簡介如下:

狄明德神父首先指出， r在《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的索引

內，找不到『生活品質』這個詞字;在其他匯集教會訓導文件

的索引中，也找不到，反而，有關『工作』或『勞工』等字眼，

就常在參考文件中引用」 l ，於是他從人的工作角度來談生活品

質的問題，即生活的滿意度，是一極有見地的文章。

戴台馨教授認為，全球化過程為世界帶來了財富，也造成

了失業增加、貧富不均擴大、對開發中國家不公平、政治制度

遭受破壞、文化多樣性削弱等弊害。(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

從全球化及天主教社會思想談起〉一文，根據天主教社會思想

的四大基本原則一以人為本、公共利益、補足原則、團結關懷

一暢談理想的經濟倫理，進而提倡「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

!見本書，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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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敦縣神父認為，耶穌的苦難可算為違背人權的典範，可

幫助我們理解天主教社會思想談人權的重點。〈論耶穌的傳教

生活與苦難:從天主教的人權角度分析〉一文，首先探討耶穌

在傳教生活中所重視的人權;其次反省耶穌在其苦難中被剝奪

哪些權利;最後從神學角度反省耶穌的生活及苦難如何表示人

權的價值。

魏明德神父〈兩岸和平的建立與和解:從天主教社會思想

看兩岸關係〉一文，從「正義」與「和平」這兩大充滿矛盾，

甚至痛苦的教會社會思想原則出發，試圖從「爭端解決」的學

說，來思考兩岸關係中「和平」的概念，值得兩岸教會及政治

人物深思。

梁錦文教授(民主真諦的反思:天主教社會訓導的觀點〉

一文，以天主教《教會社會書11導彙編》作為基礎，尋求出民主

政治的真正基礎:亦即以天主教會社會訓導的立場，對民主政

治作更為深入的反思。因為民主政治的特質分別是:主權在民、

責任政治以及多數治理等原則，因此作者一一加以剖析。

梁崇民教授(天主教會對國際社會之影響與貢獻〉一文，

從歷史及教廷組織的角度給讀者整理出了天主教會中央機構的

特質，由此發揮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及貢獻，是一很有價值的介

紹性論文。

曹定人教授(天主教與環境保護〉一文，以《教會社會訓

導彙編》為基礎，收集了各種相關的資訊，尤其天主教教廷及

教宗的言論文告，綜合出當代天主教官方的環境保護觀點，值

得台灣教會的關注。也請台灣主教們能將之轉呈 2008 世界主教

代表會議起草小組參考。

「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中，收錄了五篇文章，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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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台灣相關實況忠實地反映出來，由於多篇所採用是社會學的

分析研究方法，比較少涉及天主教社會思想的幅度，因此，編

者於編者引言上在這方面多發揮了一點，供讀者體驗天主教在

相關議題上的觀點，各篇簡介如下:

林子園、陳若琳師生合作的(大學生回顧成長中的祖孫關

係: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與孫輩回饋行為之相關研究〉一

文指出:在台灣，祖父母對孫輩的教育大多集中「關懷行為」、

「生活照顧行為」及「管控行為 J '同時也培養孫輩對他們的

關懷與情感，這些孫輩的回饋以「獨立自制」為最重要，次之

為「情感支持」、「生活協助」、「反哺回饋」、「陪伴體恤」。

回然吾人並不鼓勵「單親教養」與純粹的「隔代教養 J '因為

沒有父母親存在的家庭教育，不只是家庭的缺憾，更是對兒童

人格與尊嚴的漠視，然而在父母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推

動祖輩參與兒童的教育，是值得鼓勵的。

李青松、邱璇琳師生合作的〈高齡安養住宅之需求探討〉

一文，深深表達他們對老年人終養的關心。他們希望在老年人

之終養設計當中，應重視其物質生活，更要重視其住宅之人性

化設計。這是該文中最重要的貢獻。然而吾人也應注意的是，

對長者之關懷，也不只在物資方面，而更應該對其心理及靈性

生活加以關↑襄。至少在高齡安養的設計中，更要關心那些真正

需要幫助的長者，這也是天主教會重視人權尊嚴的首11導所關注

的，因為「從整體方面來增進各類人權，才可真正保障每一個

人的人權充分受到尊重」 2 。
王慶中教授的(新住民照顧者的社會分析〉一文，以新住

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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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者之關懷，也不只在物資方面，而更應該對其心理及靈性

生活加以關懷。至少在高齡安養的設計中，更要關心那些真正

需要幫助的長者，這也是天主教會重視人權尊嚴的訓導所關注

的，因為「從整體方面來增進各類人權，才可真正保障每一個

人的人權充分受到尊重」 2
王慶中教授的(新住民照顧者的社會分析〉一文，以新住

民的照顧為探討的對象，分別從角色、談話以及社區三個面向，

予以分析，鞭闢入裡'值得吾人重視。他的論點如教會訓導所

云， r (消捶上)制止意圖剝削外地勞工的情況蔓延. . . . .. (更應

該積極地)確保移民可融入社會和其人性尊嚴受保障。移民及其

家人應被善待，幫助他們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分子」 3

周曉青、周翰廷師生合作的(台灣政黨輪替後人權現況)

一文，以「第二階段金融改革與政府貪腐」、「刑法與人權問

題」、「外籍勞工問題」及「外籍婚姻移民問題」四個面向，

檢視台灣人權現況，發現台灣社會仍有很多不公之處。可是人

權團體必須頻頻拜會政界人士，才有可能在國會議事的殿堂

裡，藉由這些政治家為社會的不公發聲。教會中若能有幾位擅

於為民喉舌的人才，並在政界擁有一席之地，那麼，教會便能

隨時隨地為社會中「最小的一位」發聲，並更有力地為他們爭

取褔利。

黃舜卿教授認為，全球化有其優點，但也有其危機的存在。

在(我國所得分配變化之探討:由全球化與所得分配談起〉一

文中便指出，全球化亦會帶來分配不均，使全球成為 M 型社

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154 。

3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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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現象，對弱小者更為不利。

天主教會也體認到這是危機所在，這些跡象顯示，不公平現象

有增加的趨勢，相對性貧窮亦日益加劇4 。黃先生也力圖在全球

化的過程中，對分配不公提出建議。這些良方，也與教會訓導

互為呼應。因為他回應了教會「充分意識到在全球層面的新任

務」 5; 希望藉著團結的社會力量，以關懷捍衛人權為己任6;

進而為不同民族，尤其是在台灣的原住民，作出貢獻。

最後，本書以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唯一一場，由戴台馨教

授主持、訪問高明瑞及劉初枝兩位教授的對談記錄，暢談(永

續發展與本土關懷〉。他們都以大學教師身分談這個議題，值

得關心台灣高等教育人士參考。編者特將本對談記錄作為全書

的「跋」。

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2 。
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6 0 

6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5 。

胡團禎謹誌
主曆 2008 年 3 月 30 日

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66 有去: r 全球化不可是殖民主義的代名

詞，必須尊重文化的多元、民族間的和諧，這是詮釋生命的關鍵

所在。尤其重要的，是不可剝削窮人的最寶貴東西，包括宗教信

仰和習俗，因為真正的宗教信念是人類自由的明證」



EDITORIAL 
(trans. by Edmund Ryden, SJ) 

On 17 December 2005 celebrations were held to mark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clamation by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of the Pastoral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Modem World. In Fujen University the day was marked by a 

Conference entitled Universal Values and Local Concem: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which focused on the Compendium 01 the Social Doctrine 01 the Church 

that had been published on 29 June 2004. The Conference reflected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mpendium for Taiwan, Hong Kong and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papers were published as Vol 

7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月jen University Theologate, under the title 

Uniνersal Values and Local Concern: Essays on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Two years later, on 19 December 2007, a follow-up conference was held 

under the title Quality of Life and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The fourteen papers 

presented at this conference as well as two keynote speeches and a dialogue are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volume entitled The Source 01 the Quality 01 Life: More 

Essays on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which is no. 82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可巴n University Theologate. 

The introduction includes the text oftwo keynote speeches given respectively 

by the Bishop of Hong Kong, Cardinal Joseph Zen SDB, and the Provincial 

Superior of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r. Louis Gendron SJ. 

Cardinal Z凹's speech is entitled “Promoting Quality ofLife by the Civilization of 

Love" whilst Fr. Gendron spoke on “ Quality of Life and Faith: My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t Fujen University." 

Cardinal Zen sta討s his presentation with the retum of Hong Kong to China 

in 1997. He discounts the use of political leader泊中，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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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onism as benchmarks by which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life. Instead he 

suggests we should judge it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ivilization of love. Only a 

religious attitude based on justice, love and morality is able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y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ight future 

for society. 

Fr. Gendron talks on the basis of his thirty years' experience at Fujen 

University first as a student, later as a teacher and member of staff. He writes 

about how faith can affect and contribute to the quality of life in establish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he discusses recent experiences at Fujen in 

promoting service-leam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work ethics and charitable 

works for students both in formal courses and in extra-curricula activities. 

By placing the two speeches of Cardinal Zen and Fr. Gendron at the head of 

this volume , the editors show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volume is to present the 

Compendium ofthe Socia! Doctrine ofthe Church in the light of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Domini叫que Ty叭1 SJ opens h划l1 S paper on 

Social Teaching" by noting that he could not find the term ‘quality of li起， in the 

index of th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nor in any other Church 

documents. He did , however, find constant reference to the terms 'work' and 

‘workers' and so he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the quality of lif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atisfaction at work. Work implies going out from oneself. In order to 

become oneself, a person needs to rely on God and on others. No person can shut 

themselves up in the 飢lÍts of their own work. The 仕uit of work is a medium for 

dealing with others and through work people can give thanks together. Hence 

work should not only be viewed as productivity. More important is to see it as a 

form of service or a means of interacting with othe筒， even with oneself. Service is 

basicallya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and this includes rest and leisure. Hence 

in this way satisfaction in work can be seen as contributing to the quality oflife. 

In “ An Economic System for human Being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Professor Daisy Day notes that while the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 has brought 

wealth to the world , it has also brought harms司 such as increased unemploymen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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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equality with respec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ttack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intolerance of minorities in the face 

of multi-culturaIism. Dr Day's chapter takes up the four principles of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 the common good, subsidiarity 

and solidarity, and seeks to apply them in such a way as to create an economy that 

is truly at the service ofthe human community 

Edmund Ryden SJ looks at the Passion of Christ as a classic model of a 

failure of human rights. From this perspective he examines how the Compendium 

01 the Social Doctrine presents the Church's teaching on human rights. The 

chapter first outlines how Jesus himself cared for marginalized people during his 

Ii伐， thus affirming human righ俗， and then at how the Passion iIIustrates the 

deprivation of rights. FinaIIy a theological analysis enables the reader to grasp 

how Jesus' Iife and passion express the value ofhuman rights. 

Benoît Vermander SJ,“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eace in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and , by 

means of methods leamed in conflict resolution , looks at the prospect for peace in 

the context of cross-strait (China-Taiwan) relations and what the Churches and 

poIiticians can do 

Professor Abraham Leong is the author of a chapter entitled “Some 

Reflections on Democra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which looks at the basi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Iight of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This eilables Dr Leong to analyse the political world according to the 

notions of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ccountability and govemment by the 

m句onty.

Professor C. M. Liang entitles his chapter “The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o the Intemational Community." He looks at the central 

organ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examines their historical role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and 企om that presents their contribution to intemational 

society. His chapter is pa口icularly stimulating. 

Professor Ding-ren Tsao presents key texts and pronouncements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Popes on th巴 topic of the environment. These text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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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the Church in Taiwan to reflect and make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Synod 

ofBishops due to meet later this year 

The section on Taiwan's experience contains five chapters. These do indeed 

present a good plCωre of Taiwanese society today. However, since they are 

wntten 企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ology, they tend to give less place to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For this reason, the editor has added short introductions 

to highlight the place of each topic in the social teaching ofthe Church. 

“Grandparents' lnvolvement in Child-rearing and Feedback 仕om

Grandchildren: an example 企omF吋en Universi句"by Jo-Lin Chen and Tzu-Yuar.ι 

Lin finds that in Taiwan grandparents tend to be most concemed about their 

grandchildr凹's education in the areas of ‘concem for behavi肘，

Ching-sung Lee and Chiu Hsuan-lin in “ A Study ofProvision ofHousing for 

the Elderly" show their deep concem for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Besides a natural 

concem for the materi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勻， the authors also evince a 

concem that residence be humanized. This is the main point of their argumen t. 

The fact is that besides material welfare ,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welfare are 

impo此ant. Special care should also be given to those who need assistance the 

most. This is in line with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which holds that “ the integral 

promotion of every category of human rights is the true guarantee of full respect 

for each individual right." 

Professor Thomas Ching-chung Wang's chapter “A Social Analysis of the 

Caregivers who work for Newcomers in Taiwan" focuses on the care of recent 

immigrants in Taiwan. It analyses the role of those who care for them, dialogue 

with them and their local integration. This chapter is in line with the Church's 

t巴aching that countries must not only “ keep careful watch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temptation to exploit foreign laborers" but also ensure that ‘1πunigrants are to 

be received as persons and helped,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 to become a part 

of societallife" 

Professor Paul Chow and his son in “Human Rights Issues after the KMT's 

Demise" look at four unrelated human rights issues in Taiwan: co汀uption ，

criminal justic巴， migrant workers and immigrant spouses. They note that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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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many areas of injustice in Taiwan today. They also observe that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must work with politicians, who may be imperfect,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change. If the Church was able to have more voice at the political level it 

could do more to speak up on behalf of the least members of society and obtain 

benefits for them 

In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 

Professor Shun-Ching Huang note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both pluses and minuses 

for society. It can lead to unequal distribution and the forrnation of an M-shaped 

society where the rich are richer and poor are poorer. This is particularly unfair to 

the marginalized.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also draw attention to these problems: 

“the growing economic wealth made possible by [globalization] i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relative poveny." ProfHuang makes some suggestions as to how 

to tackle this inequality of distribution, which is evidence for what the 

Compendium describes as the “new tasks" to which organizations of civil society 

are called. As the Compendium states it:“An adequate solidar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requires that human rights be defended." In this way help can be 

given to different peoples, especially here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Taiwan.
1 

The last chapter in the book is the record of dialogu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cal Concems. The moderator was Professor Daisy Tai-hsing 

Day and the two speakers were Professor Ming-rea Kao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Liu Chu-chih of Fujen University. In their capacity as 

academics th巳y expressed particular concem for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Their dialogue forrns the postscript to the book. 

l “ Globalization must not be a new version of colonialism. It must respect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which , within the universal harmony of peoples, are life's 
interpretative keys. In particular, it must not deprive the poor of what remains 
most precious to them , including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可 smce

genuine religious convictions are the clearest manifestation of human 
freedom." Compendium 01 the Social Doctrine 01 the Church #366b 



學翁 言侖



以-愛的文明捉弄主活品質

陳日君樞機主教

兄弟姐妹們:

我天不怕地不1、白，就是怕講國語啊!怕你們聽不懂啊!雖

然很久沒有機會講，可是我很高興到這襄來。我很高興，因為

台灣有個天主教大學，香港沒有!大學襄，可以在一個學術的

層面，把天主教思想介紹給很多人，所以我覺得一旦有機會，

應該表示我們的支持、我們的欣賞。尤其這個題目是關於教會

的社會訓導，大家都知道我們天主教就是有這個很寶貴的財

富，有一套很完整、很合適的、很符合現代的社會訓導。

今天這個題目是「以愛的文明提升生活品質 J '我很樂意

接受。因為這本書《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最後的時候，就是以

我們要建立愛的文明作總結。我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

教會給我們這麼寶貴的訓導，這不是一個演講，而是一個分芋，

尤其是用一些我在香港的經驗。

何謂「生活品質J (Quality of Life) 

我先從生活品質講起，其實這是個很重要的題目。什麼是

生活品質( Quality ofLife) ，很多人都說 Quality of Life '可是大家

的標準是很不同的，是吧?有些人以為生活的品質就是擁有很

多東西、全身都是名牌，就認為生活品質比較高。最新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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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電腦、住大的房子，認為生活品質提高了;汽車愈來愈

大、愈來愈名貴的牌子，身分就提高了。社會上很多人都是這

樣。有人說，這個社會「笑貧不笑娟 J '不管你怎麼賺錢，只

要你穿得漂亮就行了。然而，老百姓也是有智慧的，如果你沒

有學問，縱使穿很好的西裝也沒有用，看得出來你的生活水準

不太高。所以我們當然也不接受這樣。

可是有時候，有些別的看法聽起來好像有些道理，其實我

們也不應該接受，比如說「優質教育」。在香港常說「優質教

育 J '其實你研究一下什麼是「優質教育 J '就是資訊教育。

資訊技術的進步，就算是優質教育嗎?事實上，這些資訊、科

技都是工具方面的，至於內容是什麼，好像不重要了。

社會對價值的選擇

香港回歸的時候，很多人都希望，除了政治上回歸，也有

文化上的回歸。在殖民的時代，當然不容易強調我們本國的文

化;但是回歸以後，也只有一些宗教比較強調文化上的回歸，

像道教、佛教、孔教等，他們做了一些工夫，但也不多。把工

具看得比目的更重要，是完全錯誤的。教育重要的是思想、文

化、修養，所以內容才是重要的。可是現在，好像把優質放在

工具上，我們當然不應接受。

回歸以後，很多人說我們要加強愛國教育。愛國教育當然

是需要的，卻並不是要我們愛共產黨!愛國，是愛國家的什麼

呢?剛才說我們希望愛我們國家的文化一珍貴的文化、悠久的

歷史;可是現在很多學校愛國教育就是回大陸去旅避、去遊山

玩水。欣賞我們祖國的江山，雖然也很有意義，可是這不是最

重要的，我們祖國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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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府政策也提到人口計畫。昨天報紙有一篇很短的

文章，說到溫總理要我們的政策裹，學習新加坡提高人口質素。

新加坡的政策是李光耀先生設計的，以優生學為原則。由政府

親自躍選大學生男女菁英，優生配種去繁殖優質的人才。文章

襄說，我們的政府也應該學習，一方面去揮選大學生菁英配種，

聽起來好像是養豬、養牛;男一方面，要那些沒有受教育的人

家就不要生孩子了，這叫人口質素的政策? !好像回到希臘時

候，人分三類:最高階的是哲學士，專門做思想工作，可以有

很舒服的生活;第二類是保衛國家安全的兵士，讓這些有思想

的人不必擔心;最低階的就是勞工、農夫、工人等，努力地服

侍高階的人。這根本不是以每一位個人為標準，就把人給分類

了。

香港的政策不接受家庭團聚原則。有些在大陸出生的孩子

不能到香港來，可是有錢的可以來投資、有大學學歷的可以來

香港受教育。這樣的政策，對生活的品質當然有偏差的看法。

因為生活的品質和家庭是分不闊的。

關於性、婚姻、家庭，社會上也有一些選擇。他們以為生

活品質的提高，就是可以自私的享受。那麼性就變成兩個人的

事情，只要沒有傷害別人就可以了。因此不需要婚姻，同居就

可以了。就算接受婚姻，很多婚姻也變成兩個人的自私。大家

都知道，香港的出生率是很低的，很多學校要關門了。生活品

質等於兩個人的享受，如果妨礙了兩個人的規劃，就去想辦法

解決。所以沒有計畫的小孩子，就不要他，不讓他來到人間。

最近在香港有很多關於性教育的討論。但他們所謂的性教

育，完全是講生理的問題，講所謂安全性行為。他們說不要講

價值( valuefr白，或「價值中立 J ) ，其實哪襄有 valuefree '哪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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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不管什麼立場，都是一個立場啊!你說不用討論倫理

道德，也是一個選擇啊，不是嗎?

關於生活的品質，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很多人把

自己的享受當作一個標準，這就有問題了。譬如，如果有些人

對別人的幸福沒有幫助，就讓他早點退出人類一安樂的死吧!

由此可見，生活品質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也就是社會對價

值的選擇。

我們看到，不論西方或東方的無神主義，都把生活的品質

放在物質的享受，或是實用主義的看法。只要健康、有錢就行

了。他們研究的就是這個問題。可是我們的看法、標準很不同。

物質的享受本身不是不對，天主給了我們那麼多好的東西讓我

們享受，提高我們生活的水準，當然也是一個好的目標。最近

教宗寫的關於希望(望德)。他說，每個人生活襄都有很多希望，

希望一些東西。這些小希望，不是不好，它促使我們做一些事，

譬如很多東西給窮人改善生活是好的，健康當然也是好的。可

是這不是大的希望。我們不能把人的希望只放在這些東西上，

有了這些東西並不一定有幸福;沒有這些東西也可以有幸福。

教宗要我們記得大的希望，就是天主，而我們看到問題也

就是在這襄。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這些小希望的目標上，以

為這樣就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當然，我們就會用科學、技術

去改善、去爭取!可是，很明顯這個不是真正生活品質的提高。

建立愛的文明

其實題目轉過來講，我們講愛的文明時，就可以看到生活

的品質怎樣才是提高。在愛襄面，我們追求的，才真正是生活

品質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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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最後總結時，提倡要建立愛的文明。

它首先說，我們教會對人類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有些東西，如

果沒有宗教的信仰就看不清楚。沒有信仰的人，有時候就把技

術的進步，看成是我們的救恩。其實技術進步了，人類不一定

就可以達到真正的幸福。靠技術，人類本來是可以進步很多的。

至少，人類不必挨餓。然而，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為什麼?

因為人類忘了公益。

教宗在新的通諭裹，分析一下歷史。人類在工業革命的時

候，覺得有希望了。因為有機器，可以大量生產，生產的品質

也改善。那麼不久，就可以滿足全人類的需要啦!可是後來發

生了什麼?工廠裹的工人，根本就是過著非人的生活。機器的

發明只為某些人得到好處，而不是使全人類幸福。後來，進一

步呼籲不要依靠物質，要依靠理性來改善這個世界。於是擺脫

教宗、教會的約束，爭取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的口

號聽起來很好，我們看到效果是什麼?留了很多血、很多無辜

的人犧牲了。可是根本的問題仍然在。再進一步，有人說問題

不在這裹，問題是經濟制度。是經濟制度剝削了工人應有的權

利，和真正的自由、平等。一定要推翻資本主義，所以有了無

產階級的革命。當然，為那些貧窮的、受剝削的人，這是一個

很大的希望。在我們的祖國也有很多人相信了，也犧牲了自己。

他們很偉大。可是最後的效果是什麼?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

很多自由都沒有了，一些虔誠的信徒、最模範的公民被關在監

獄襄!

所以，靠技術的進步、靠我們的理性，我們不能真正的進

步。為什麼呢?教宗在他通諭中說，因為罪惡常存在;人的自

由可以選擇善，也可以選擇惡。這些選擇不能保證物質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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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善用了。不能保證人類的自由不會濫用理性，去爭取自

己的利益，而不關心大家的公益。有些人可能開始時是善意地

革命，可是最後卻用他自己的觀點去壓迫別人。

教會訓導進一步要我們由信仰基督，作為一個全新的開

始。人類的進步不可能全靠物質的、科學的進步，也不能靠社

會上制度的改變，應該有一套對人、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

一套價值觀。也就是說有一個文化、一個正義的文化。那麼才

可以保證有穩定的和平。這當然需要倫理道德，倫理道德才是

文化的基礎。倫理道德是有限的，倫理道德的基礎，其實是宗

教。沒有宗教，很不容易說服人應遵從倫理道德的標準，所以

教會訓導說:認識、效法耶穌基督，就是改造社會、世界唯一

有效的方法。

在香港，我們常說:回歸以後，好像有了一個新的文化，

就是奉承權威、欺負弱小。上面說什麼，不能反對，一定要接

受。別的宗教在他們的活動時，也請政治人物來主禮。我最近

寫了信給民政局的局長說: r 本來是想要拜訪你的，我看還是

寫信吧!你肯定發現很多宗教團體都請你們去主禮。對不起

唷!我們傳統上不請的。殖民地的時候不請，回歸以後我們也

不請。希望你不要介意。」

宗教活動是不需要請政府官員來主禮的。但更嚴重的是，

香港的政府都是欺負弱小，我們天主教就是不服氣。那些生在

大陸的小孩子，基本法說是可以來的，他們有權留在香港。政

府講了一些虛話，說如果 1 ，675 ，000 人到香港來，我們應付不

來。那個時候，沒有人幫這些人說話。民主派的人也不敢講話，

他們最多只說我們應該修改基本法吧!只有我們天主教說基本

法沒有錯。這是國際公約襄說的，家庭有團聚的權利。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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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政府還是沒有開放一點。

此外，沒有身分證的小孩子不能上學，是什麼理由啊?如

果他們上學了，法庭說他們將來沒有權利留在這里，但他們回

去了就麻煩了;怕同學和老師捨不得......。很多狀況，都是政

府欺負這些人。從大陸來的人，在香港要領窮人的救濟金，要

等七年啊!從菲律賓來到這的人，工資已經很低了;還有一些

藉口說什麼培育基金，要扣他們四百塊錢。

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大會，大家肯定聽過。在別的地方有

暴動，很可怕的。在香港根本沒有發生，只是來了一些韓國的

農民，很可愛的。可是政府還是怕他們。沒有一點聲明，就把

他們綁起來一個晚上，說這一千人是非法聚會。這一千人並不

清不楚自己犯了什麼罪。政府在抓人之前，應該要先聲明怎樣

是非法聚會，若驅離不走才能抓人。但政府根本沒有聲明，就

讓他們坐在那邊、綁起來;也沒有安排怎麼讓他們離開!這是

香港最冷的一天。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沒有廁所去、沒有

準備車子帶他們走、也不知道帶他們到哪襄去。這一千個人完

全沒準備就被抓了。其實政府是有計畫的，為的就是避免他們

在最後一天出來遊行、示威。這種欺負弱小，好像成了文化的

一部分。

宗教是符合公益、仁義、道德文化的基髓

要提高生活的品質，應該有符合公益、仁義、道德的文化。

宗教才是文化的基礎。一些小希望，就是我們平常能追求的、

物質上的享受、制度的改革等等;這些並不是沒有價值，可是

不是最高的價值。我們教會說，有-了小希望不一定解決問題，

沒有不一定妨害真的幸福。那麼，我們如何才能保證生活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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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呢?真正能改善生活品質的，是大的希望，不是小的希望。

教宗說，日常生活中我們還是需要一些小的希望，可是我

們並不能完全依靠這些小的希望，應有大的希望。我們現在正

處於將臨期，就是希望的時期。將臨就是等待，充滿希望的等

待，期待一個已經來臨的救主。人間天堂是沒有的，在人的生

活裹，肯定有很多黑暗的地方。可是救恩已經來了、已經是現

成的。我們是有希望的人，所以我們生活的品質是有保證的。

我們跟別人可以一起去爭取一些小希望，因為那也是有價值

的;可是我們也要和一些沒有信仰的人一起爭取那些很高的希

望:仁義道德。

我們要改變那些自私的文化，我們要創造愛的文明。教會

的社會訓導襄四個原則中的團結關懷，可以說是最基本的，也

可以說包括了其他原則在襄面，也就是耶穌說的仁愛和信德的

建立。從社會訓導的角度看，我們稱這個是社會愛德。它不單

是小的範園，而是以整個社會為範圈。由於我們要建立的是愛

的文明，不但是個別的個人有愛，而且是整個社會有愛。甚至

也可以說是政治愛德。聽起來好像奇怪，其實就是社會上人類

大家庭襄面的愛德。

教會的訓導跟社會上很多看法是不同的。教宗在愛德的通

諭《天主是愛》襄說，享受不是不對，卻不是唯一的標準。享

受也不能沒有規矩。有的人把性的享受，講得很理想，好像是

一個很美妙的神的行動。教宗說，這個行動有他美妙的地方，

可是也有規矩的。最美妙的愛，可以說是真的有神的規則:是

無限的、是決定性的、也是專一的，這才是愛的標準。個人所

賦予的價值，不是唯一的價值。所以要尊重天主所安排的。在

性的行動襄，天主安排了要把人類的生命綿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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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人對整個社會有其責任。可是我們愛德的標準，也

反對有些人把社會講成是最高的標準，也就是說，政府的權威

凌駕一切，我們不接受。因為我們認為，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

價值。個人不能個人化，忘了大的團體;團體也不能消滅個人

的尊嚴、權利。教宗說，我們當然首先要實行公益，符合對大

家的公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人跟政府之間的關係，和政府

跟人民的關係。

這個公益，要在我們小的團體襄實行、在整個國家實行、

在全世界實行。而且，只有公益還不夠，公益需要愛去補充。

他說，最後我們應該在別人身上看到男一個自己。生活品質的

提高，也就是每一個人變成愛的對象。如果我們在每一個人身

上看到自己，在每個人身上看到他也是天主的子民，也是耶穌

基督所救贖的;這樣，我們才真正提高整個生活的品質。

很多次跟年輕人講話，我說你們現在跟我們小時候相比，

條件好得多，可是看起來好像你們不一定有我們以前幸福。我

們那個時候環境很差，因為打仗嘛。有時候根本吃不飽，也沒

有什麼機會到別的地方去，生活圈很窄。可是我們在家庭和學

校襲，非常幸福。為什麼?因為我們真的相親相愛，父母和長

上非常愛我們。很奇怪，縱使那麼窮，吃都吃不飽，還可以那

麼開心。而你們現在什麼東西都有了，看起來好像不是這麼開

心喔?所以生活品質絕對不是單單看物質的享受。

民主精神的基麓，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

當然，教宗說也要注意社會制度的改善，所以我們在香港

努力地爭取民主。可是民主的制度一定能解決問題嗎?那可不

一定，還有很多別的條件。民主也可能是一個霸權的多數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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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所以主要還是一個民主的精神。民主精神的基礎，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宵像、每一個人都是耶穌基督所救贖的。

那麼，以愛的文明去提升生活的品質是不簡單的。因為，愛不

單是說幾句好聽的話、甜言蜜語就可以解決問題。愛是有要求

的、愛是要犧牲的。

我們正準備耶穌誕生。耶穌確實於那一天誕生我們不清

楚。為什麼選在這一天，那是因為古時候外教人崇拜太陽。我

們知道，地球繞太陽的軌道是精圓，不是正圓。太陽遠的時候，

天冷了，從前人說太陽好像死了;等天暖了，人們又說，太陽

復活了。我們地球靠太陽的光和熱。太陽給我們光明和溫暖。

太陽在犧牲自己，我們卻不太注意。太陽犧牲自己，讓自己焚

燒;因為太陽的焚燒，我們有了光和熱。任何的光和熱，都需

要焚燒一些東西。所以愛要求犧牲。天主安排一些最基本的愛，

相當靠得住的愛，像家庭的愛、母親的愛等等。母親的愛偉大

得不得了，看起來普通的女人，對自己的小孩卻可以做出偉大

的事1育。天主給了她這個本能。

在社會上、在教會裹，我們看到很多人慷慨犧牲自己、服

務別人的典範。我們需要這樣犧牲自己的人。沒有這些愛，人

就變得自私了。應該去服務別人的，卻追求自己的利益了。我

們看到貪污、腐敗是這麼普遍，全世界都有，可是好像我們亞

洲特別厲害。現在在國內，他們也把這個現象帶進了我們的教

會。投票給政府中意的候選人，獲得四萬元。主教參加一個非

法的祝聖主教的典禮，可以得二十萬人民幣，是公定價。他們

把腐敗的情形帶進了我們的教會。

愛是有理想的，愛不是自私的。有了這個愛，人才可以勇

敢;自私的人不勇敢，因為被自己的利益綁住了，不是一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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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人。不自私的人，他才可以自由。將臨期的若翰洗者為耶

穌開路。他就是一個完全犧牲自己的人。所以他不怕跟黑落德

說: r 你這樣做不對。」就算犧牲了自己他也不怕。國內也正

因有那麼多兄弟姐妹，他們有這樣的愛，所以不怕犧牲自己。

建立愛的文明，有很高的要求。首先，個人方面一定要放

棄自己的利益、一定要自由地去服務別人、為別人著想。愛就

是這樣。當然，我們希望有些制度可以幫助愛的文明發展，一

些公告的法令當然有幫助，可是不能保證。人的愛心要不斷地

培養，不能一勞永逸。在這個世界，人還是會變的。所以我們

要修煉、要培育自己、不斷地培訓。教會是明智的，每年禮儀

的循環裹，我們的將臨期、四旬期，特別會要求刻苦的精神，

準備我們當需要的時候，能為別人犧牲。藉著一些好的制度是

有用的、有幫助的。我們自己訂一些規矩也是好的。有時候，

我們會認為人為的東西，不太有價值，自然的比較有價值。其

實不一定。如果你自己決定一些規矩，幫助你隨時準備犧牲自

己，這肯定是好的。因為我們人就是容易變，要控制自己。

教宗在《天主是愛》的通諭里提到，除了個人愛的行動，

我們整個團體要表現這個愛。當然，我們教會襄有些人把愛心

表現得特別明顯，大家都佩服。我們看德肋莎修女和她的修女

們，我們看傳教士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犧牲了一切到我們這

襄。我們每個團體都應該表達我們是愛的團體。

在香港，胡樞機曾寫了一封信(光輝十年) ，襄面強調關

心社會。每一個堂區，我們希望有一個關社組。我們說，福傳

和關社是不能分開的。天主的誠命，有愛天主、愛人。關社就

是愛人。當然，關社包括很多，有些強調服務，一般教友都很

積極參與;但關社也要關心整個社會的制度，有人稱之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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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我們說是人權、自由、民主。你叫它政治也可以。這

些行動在教會裹，有些人不太明白，覺得我們好像不應該參加，

政治是我們不能參與的。教宗說不是這樣的，我們不參加狹隘

的政治，主教、神父們不會成立一個黨派、去競選。我們不做

這些狹隘的政治活動。可是我們對社會公共的事情，應該有我

們的立場。

主主 En 
m口 5口

今天的教會照著社會的訓導，我們不能不參與這個社會，

尤其是因為愛的文明需要我們以團體的立場去幫助這個社會。

除了每個教友在自己的生活環境襄去建立愛的文明，我們一定

還要再高一層，在社會的大層面去推動愛的文明;讓別人看到，

我們根本不是追求自己教會的利益，我們關心的是社會最弱小

的。我們感謝天主，給我們教會豐富的、寶貴的一套社會訓導。

除了這套社會訓導，教宗的兩個通諭: ((天主是愛》和《望德》

都是鼓勵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去建立愛的文明。

香港跟台灣是一家人，我們都希望有機會分享經驗、互相

鼓勵、彼此祈禱，讓我們能幫助我們的同胞。在我們生活的地

方，不論是哪裹，建立愛的文明。也希望更多同胞，看見我們

對愛的文明的努力，而有興趣認識我們的信仰，參與我們的教

會團體。



優質主活與信仰

根據我在輔仁大學高等教育的經驗

詹德隆

「優質的生活」是包括我與其他人的生活

我不會花時間去界定優質生活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但首

先，我要向大家強調，為我來說， r 優質的生活」是包括我與

其他人的生活，這是一個不能分割的事實。「優質生活」的本

質，就是一種「與人共享的優質生活」

就我過去一生而言，我在輔仁大學的校園襄度過了相當短

暫的時目。我當過老師和行政人員共九年之久，再加上 1960

年代後期兩年的大學生生涯和兼任語文教師。此外，我曾在大

學鄰近的神學院住上了另外的廿五年。以下的反省就是來自這

樣的經驗。

宗教並不會自動使生活變成優質

無論怎樣界定優質生活，我觀察到有信仰的人未必一定享

有優質的生活。宗教並不會自動使你的生活變成優質。比如說，

信仰也許只停留在一個人個性的表層，不能帶給他優質的生

活。信仰也可能成為反常的現象:使人會忽略照顧自己，憎恨

很多人，或甚至損毀自己心身的健康。



16 生活品質之泉源:緒論

宗教是人生的正常幅度

反過來說，我深信信仰的幅度(或宗教的幅度、超自然的

幅度)是人類生活的一個正常和完整幅度。如果人的生命中不

存在這個幅度，那麼，人的優質生活必會有所損失。

輔仁大學為具有宗教幅度的大學

台灣過去的教育系統，大家都知道，無論是哪一階段，包

括高等教育，都沒有宗教的傳授。在私立學校裹，還勉強可以

有一些課餘的宗教活動。再者，過去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獲得

批准可以辦學，但信友眾多的佛教徒卻沒有獲得批准辦學。我

不必重翻歷史細說大家已知道的事實，但重要的是要記住:在

台灣的學校差不多完全是沒有宗教的教育。

輔仁大學是在快二十年前第一間獲得批准而得以成立了宗

教系，並且獲得與其他科系相等的待遇。自此之後，高等教育

的三個階段，即大學部、碩士班和博士班的宗教學科相繼成立。

這樣一來，輔仁大學成為一間真正綜合的大學，可能也是在台

灣的第一所最全面的大學。實際上， r 全面」是優質生活的其

中一個記號。現今約有十多問大學也仿效輔仁大學，設立了各

自的宗教系或研究所。可是，我們要記住這些宗教系或研究所

並沒有「流行」起來，雖然有一小撮學生，基於個別的內在信

仰經驗，有非常強烈的願望(動機)進修宗教學。事實上，大部

分的台灣教育機構都對宗教學感到陌生。

推廣優質生活的核心課程

輔仁大學有一個很好的平臺可以推廣優質生活，因為大學

有三個必修課程: r 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和「專業倫理」。



優質生活與信仰 17 

首先，學生要學習大學教育的基本目標和方法，與一般課本和

為應付考試的中學有所不同。學習了這個課程，方可有機會享

有優質的大學生活。然後，在「人生哲學」課程中，學生可以

反省人生的基本層面，如下:

1.人性及人生意義

2. 生理層面

3. 心理層面(自我肯定、情緒疏導、健全人格)

4. 社會層面(人際溝通、關愛他人、婚姻與家庭、社會正義)

5. 政治經濟層面(民主、人權、女權、財富觀)

6. 理性層面(哲學、獨立思考與真理)

7. 藝術層面(藝術與人生、休閑的意義)

8. 生態層面(宇宙與人生、自然生態與環保)

9. 道德(良心與自由、人生價值觀、生命專題)

10.宗教層面

要享有優質的生活，必要先反省人類生命的主要幅度，並

藉此活出「經過深思」的生活方式。專業倫理課程要人在進入

專業生活時，能帶來一套更清晰的價值觀，明白一己對社會可

作的貢獻，注意社會正義感和人民的共同利益。這樣，人才會

關注到別人的優質生活。

除了輔仁大學的基本核心課程外，一般教育中還有一相當

堅持的課程，就是全人教育課程，目的是栽培全面發展的學生，

這樣的培育通常會帶來高級的優質生活。

服務學習和優質生活

最近幾年，大學襄興起一種服務學習，從引介、發展和延

伸到整個大學的一般和專業課程的過程中，使學生、職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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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增加了一些對鮮為人愛或社會邊緣人士的關注，而且也加

強了他們對人的尊重，和對人的價值有一份真誠的支援，亦開

始投身為社會謀求正義。參加服務學習的學生，證實了此項服

務能培育人的特質，有助於個別學生的優質生活。

天主教信仰推動建立營造優質生活的架構

正因輔仁大學是一所天主教的大學，所以，於早期推出「人

生哲學 J '繼而擴展「大學入門」和「專業倫理學」的基本課

程，成立宗教學系和廣泛引入服務學習。換句話說，是天主教

信仰推動大學的架構，來配合營造優質生活。

基於同樣的理由，輔仁大學自從在台灣復校後，大量金錢

投資於「班導師」的計畫，由每一位教授的一週平均八至十個

小時的課，抽出兩小時來當班的導師。另外，學校提供宗教輔

導中心，也為每個學院提供一位全職的宗教輔導員。

評估架構是否營造優質生活

很難評估是不是所有這些源於基督信仰的措施整合到輔仁

大學的架構上時，有助於大學團體的成員享有優質生活，並且

透過他們，影響到台灣的人民。在輔仁校園內做的調查指出，

三分之一的學生對核心課程沒有興趣，但另外的三分之一則很

投入那些課程。當然，一些人生哲學的老師並沒有引導學生對

生命的意義作深度的研究;還有一些只領取導師費而並沒有盡

力幫助學生去度一個更好的生活。兩年前，大學推出一個新的

措施，並且每一學院都聘請了一位專業的輔導員去幫助導師們

改善他們的工作。似乎還有一些學院的專業輔導員在閒著呢!

另外，較為正面的情況就是「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優質生活與信仰 19 

(TMAC) 告訴我們，來自輔大的醫學系學生與其他大學的醫學

系學生有所不同:我們的學生對人性的價值有較高的敏感度。

這促使他們成為更優秀的醫生。這也表示，比起其他醫學院，

輔仁大學的一般課程和校園文化使其環境更瀰漫著對人性價值

的支持(大部分的醫學院並沒有融合在綜合性的大學內)。

優質生活之三個重要幅度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今天社會在那一方面對優質生活造成

威脅:

1.不尊重環境而導致有損健康的後果，如:空氣污染、飲水

汙染和食物中毒，繼而失去美麗的大自然或環境。

2. 一般的工作和專業操守較低，並且欠缺公眾利益的意識。

其中一個後果就是人們害怕受騙，人與人之闊的互信逐漸

消失，社會的秩序也出現問題。

3. 大家都忙著賺錢以求擁有更多物質的富裕。這催使各人疲

於奔命，只能挪出有限的時間去參與一些基本的社交活動

(如享受友情)、靜靜的反省、坐下來作默想、陪伴遭遇較

不幸的人、關愛家庭等。

輔仁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大學，它肯定宗教的價值和宗教交

談，這樣，會減少我剛才所提及的威脅嗎?

輔大環境的品質

天主教的信仰清晰肯定保護大白然環境的重要性，因為宇

宙是由天主所創造，而人是受造物的管理者。輔大的校園與新

莊的工業城市相比下，是一個公認的美好校園。園中的數棟樓

房的美麗外觀更肯定這份優點。基督宗教肯定對大自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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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肯定應該幫助大學更愛護校園。一般來說，輔仁大學沒有

大力推廣廢物回收再造、節約用水電、善用空間、維修保

養...... ，但另一方面，一些社團對保護環境卻不遺餘力。很多

時候他們都是被宗教信仰所推動，尤其是一些佛教的團體。

輔仁大學內的工作倫理

工作和專業倫理方面，輔仁大學在台灣的大學中是領先

的。它為各學科設立一整套的專業倫理課程。天主教和其他宗

教通常都十分注重倫理生活，並且認為倫理生活是宗教的主要

原則。輔仁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大學，十分重視倫理，不但重視

個人的倫理操守，同時也重視專業和社會的倫理操守。可是大

家都感覺到，大學的行政部門在不同層面上沒有完全成功地把

個人操守與專業操守，在職員的實際生活和態度上連合起來。

宗教、倫理動機和優質生活

真實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倫理動棍。換句話說，要有力

量去按照好的倫理原則去生活。積極的信仰生活通常是重要

的，它提供動機依道德去做事，尤其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這

份尊重不限於自己的家庭成員或要好的朋友。當人為了要去保

護，或為他人，或為社群提供優質生活而付出自己時，我們所

說的「靈修生活」和「信仰團體」在建立動機、給與支援和強

化這行為上是重要的。在輔仁大學，這樣的信友(不論那一個宗

教)實際上並不多。統計數字並不高於一般的人口。我可以舉

出校園中很多個別的人士，他們的信仰生活在改善別人的優質

生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正因他們這樣做，他們體驗到自

己正過著一種高質素的優質生活。這可以從他們的喜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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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和擁有眾多朋友而看得出來。可是我們很難證實我們的大

學在這方面比其他的大學做得更好。

靜默與優質生活

幾年前，一次冬令營，我們邀請了一位受人愛戴的教授來

為那五十位學生領袖作培訓。其中一個活動是幫助他們反省他

們怎樣運用時間，如果可能的話，學習怎樣把時間管理得更好。

雖然我忘記了那次活動的細節，但我還記得五十位同學中只有

一位習慣騰出時間來做默想。每週他會靜坐一小時(我猜他是一

位佛教徒)。我們最優秀的學生沒有時間去默想和反省，對我而

言，這是一種較差的優質生活。我記得男一位教授在統計系做

過的調查。他發現輔仁大學一半的學生，每週用少於兩小時的

時間去研讀與他們的專業課程有直接關係的資料。這意味著，

他們會把課餘時間花在其他的活動上。他們只在期中考試和期

末考試時，才會實實在在地溫習功課。當然，也有一小撮學生

會用較多的時間去溫習。

慈善行動與優質生活

通常一位會把宗教信仰付諸於行動的人，每天和每週都會

用相當的時間去祈禱、默想、閱讀聖經和參與愛德工作。正如

我剛才說的，這類學生、教授或職員在輔仁大學實屬少數。可

是，天主教的信仰成功地使輔仁大學組織起一些以關愛社會邊

緣人士為宗旨的課外活動小組。例如:由天主教同學會舉辦的

「醒新社」。這個在四十年前已經成立的社圈，是一個成功的

例子。他們每年都獲政府的教育部頒發成績優異證書。數以百

計的學生參加這個社團。他們為孤兒、盲人、囚犯等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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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社團「同舟社」專門做慈善工作。這個社團在多年前由

張宇恭神父創立。同舟社每年都吸引很多學生來參加。有趣的

是，這兩個輔仁大學著名的社團的成員，很多都不是天主教徒，

而且沒有明顯的宗教信仰。然而，他們十分認同這兩個社團紮

根於基督信仰的理念。他們也因此給予自己和為他人帶來優質

的生活。

在校園中成功地推廣默想和「避靜」是一件可以辦得到的

事情。受過強化培訓和在同學問出過不少力的學生領袖，很高

興在彰化參加為他們準備的避靜。雖然他們不是基督徒團體的

正式成員，但他們終於感受到需要靜下來默想。

個案研究:輔大的一位優質生活推動者

引進服務學習

輔仁大學於十年前引入「服務學習 j ，為大學帶來重要的

影響。當時輔仁大學是「亞洲基督宗教大專院校協會 j (ACUCA) 

的會員。輔仁大學校長楊敦和博士參加了一次該會在韓國舉辦

的重要會議，議題是「服務學習」。參加該次會議時，楊校長

掌握到「服務學習」的深層意義和重大潛能。返回學校後，楊

校長在輔仁大校務會議上鄭重介紹「服務學習 j ，並且清晰表

示要在大學推廣「服務學習」。無論誰願意回應他的呼籲，他

都會以補助和其他管道給予支持。他肯定「服務學習」是一個

最好的方法，去推廣天主教大學所重視的價值。當時，我是耶

穌會單位的副校長，楊校長堅決的立場，讓我印象猶深。我較

早前已認識「服務學習 j ，與楊校長也有同樣的看法。當時，

戴台馨教授是法學院院長，她願意積極回應楊校長的要求。故

此，我們馬上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教授共同策劃「服務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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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楊百川教授是最踴躍和滿胸熱誠的回應者。當他是輔大

的學生時，他是張宇恭神父創辦「同舟社」的第一批成員和領

導人之一。

楊百川老師

回顧「服務學習」由細小的行動開始和其後的整個發展，

使我深深體會到楊百川老師是輔大「服務學習」的主要思想和

策劃的領導人。沒有他富有創意的提議，我們今天沒有如此的

成果。輔仁大學的一些神父，例如嚴任吉神父和我，都正式帶

領「服務學習 J '但我明白到楊百川老師是這方面主要的啟示

者和行動者。同時，楊老師也有一種天賦，讓職員和學生都尊

重、欣賞他，而且願意與他合作。楊老師並沒有正式歸依宗教，

但大家一致認為他深深體認輔仁大學基督信仰的人性價值觀。

我在輔仁大學多年，發覺我們的大學襄最有天賦、慷慨和

富有創意的教授和職員都屬於這類形:他們沒有明顯地參與宗

教，但卻深深認同輔仁大學天主教的價值觀。我認識很多這樣

的教授和職員，我相信他們是營造輔仁大學優質生活的主要貢

獻者。

結論

我在這個學校多年的觀察，也自己參與，發現天主教的信

仰確實讓我們學校有許多制度和安排，會讓學生、老師、職員

較能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這些制度是不是很成功，根據我的

分析，有些並沒有明顯的效果，不過我想這個方向是對的。最

後，我們需要有機會能夠深入地跟別人分享，這樣，也許我們

還能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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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的目的

狄明德 l

工作，就是走出自己。人若要成為自己，就得依賴

他和別人的關係。首先，人要依賴天主，同時也依賴其

他人類。沒有人可以把自己關閉在他的工作成果中;工

作的成果是他和其他人之間的媒介，彼此通過它互相感

恩。因此，不應該只是以生產來衡量工作，而更應該看

它服務的性質，或是和他人的交流，甚至是與「自己」
的交流。服務，既然基本上是與他人的一種交流，這裡

就隱含休戚相關的意思，也就是工作的本質。而由此工

作角度來談生活品質的問題，即是生活的滿意度。

自IJ r:::::1 

在《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的索引內，找不到「生活品質」 2

這個詞字;在其他匯集教會訓導文件的索引中，也找不到。反

l 本文作者:狄明德，法籍耶穌會神父，現於澳門大學任教，並兼
社會工作學程主任。

2 然而「生活品質 J 這詞句常在世界各地的教區或天主教會機構的

文件中出現。其內容多為關注貧窮、醫藥以及其他倫理問題，包

括就業條件等，卻較少有關工作本身。如參閱: Dr. Benedict Al 

D'Rozario, Executive Director, Caritas Bangladesh, Social Justice and 

Quality ofL拚( <<社會正義與生活品質>> ' without date , but after Feb. 

2005 ) 0 Conference of European Churches, In Search of the Quality of 

Life, 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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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工作」或「勞工」等字眼，就常在參考文件中引用。

正好，研討會的主辦單位，很清楚地指定要我特別專注談論有

關天主教會對工作的看法，而不是有關生活品質。當然，我們

不能忽視「品質」這問題，更不用說「生活」。由於它的含義

模糊，迫使我們必須進一步去反思。「品質」是由誰定呢?根

據什麼準則?至於「生活 J '它又包括些什麼因素，以及其程

度如何定奪?

教會，如同其他負責推動社會的機構，可以也應該表達她

對生命的理解，比如現在所談的對工作的看法。在討論了教會

的看法之後，我們在結論時會再回來談一點有關教會的使命。

向來，天主教會對原則性的問題是非常清晰的，而在具體實行

方面，表現得開放。

為讓大家了解天主教會的思想不是平空而降的，我們首先

把教會的思想和一般有關生活品質的研究放在一起比較，從所

用的不同指數開始。從中，我們發現天主教會的立場不是孤立

的。她和許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文主義」之人的看法相似。

辯論或開放的交流，都要求雙方，無論是教會內外的人，首先

認真思考自己的理論，使其嚴謹，同時也尊重他人的看法。當

然，在這裡我們不談他人的理論，或者談得少;我們只是要把

天主教會的看法介紹給大家。這已經不是很容易。此篇文章不

談目前天主教會內部對一些問題的討論，而只是介紹一些基本

的教會訓導文件。這是此篇文章的局限，同時也是它的目的:

盡量清楚指出教會的信仰基礎和工作之間的關係，把信仰和生

活中具體工作情況聯繫起來。



人:工作的目的 29 

主觀相對於客觀

澳門一間新成立的大學參與了由澳洲主辦的一項國際性研

究，研究有關生活品質。推動這個研究的 Robert Cωum虹mmu

其研究的方向及觀點，已經是眾所皆知了。然而，澳門的第一

本調查手珊，如同學術界慣常作法，除了介紹自己的立場之外，

也尊重地介紹其他不同的觀點。以下簡略地介紹各種有關品質

的指數，為顯示出討論範圍之廣泛及重要性，及所遇到的嚴重

障礙。我們之所以要大費周章地介紹這些不同的理論與其實踐

方式，是為了更好地顯示出兩個極端觀點:客觀與主觀，如此

大家就能更容易理解教會所採取的立場。

人類發展指數(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 UNDP )的計算，

是基於一些客觀的因素:人的平均生活年齡、教育程度，以及

經過調整後的真正收入。 Veehoven 的快樂生活的期待 (Happy Life 

Expectancy )選擇「社會性的輸入 J (societal inputs) ，相對於「社

會性的輸出 J (societal outputs) ，他也談到富庶的物資，但沒談

就業。相反的， Calvert-Henderson 的生活品質指數就有用到就業。

澳門的研究卻採取男一個趨勢。他們不用生活品質，而有

意跟隨澳洲 Robert Cummins教授在 Personal and National Well-being 

Jndices 中所用的幸福感( well-being )。調查所悶的問題，是要知

道人們是否「滿意於...... J 或「您感覺如何...... J 。生活品質的

經濟學者嘗試把主觀與客觀兩方面連起來，因此在計算中介入

了「工作穩定性」。澳門的研究也提到，社會進步的加權指數

( Weighted Index) 集合了許多客觀的指數;世界衛生機構的生活

品質計劃，集中分析「在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背景中的個人觀

點 J .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包括了生活品質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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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多是根據客觀的因素，坦白地承認《無形的因素》雖

重要，但很難計量。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例子，比如 OECD 的社

會指數，它包括了就業和「主觀幸福感 J (su句ective well-being ) 3 。

令人奇怪的是，幸福指數的定義只是悄悄地、輕微地觸到

「工作」本身的意義。人們談論就業，或是失業，還有收入，

但並沒有真正談到工作的意義，或是工作的內涵。然而，直接

衡量人們是否滿意他們的工作的調查並不缺乏。即使 Google 並

不自以為是一個高度的科學主具，或具有學術水準，但因它的

普遍性，如同所有的大眾媒介，影響社會的思潮。所以我們在

其中找到有關工作以及人們對工作的滿足，在某個程度上表達

出普遍的認同。

這裡舉一個例子， Gallup Organization 所做的調查 Work

Satisfaction Survey 0 其間卷雖帶有西方、甚至是美國的態度，但

顯示出調查內容並沒有真正考慮工作本身。問題多是以「我」

為中心的工作環境。這些問題，如: r In the last seven days, 1 have 

received recognition or praise for doing good work. J 及 r 1 have a 

best friend at work. J '這些都與關鍵字眼「滿足」有關:我是

否在工作中感到高興，而不是我是否喜歡我的工作或是因我的

3 在電腦網絡上，可以找到許多社團或機構所寫的文件，他們採用
了以上所談到的指數。這裡特別指出一些較廣泛的研究，比如

1999 年 7 月 22 日 Andrew Sharpe 在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 (Ottawa, Canada)所做的 A Survey olIndicators 01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0 還有蘇格蘭政府在 2006 年 1 月 20 日出版

的 Quality 01 Life and Well-being: Mishearing the Benefit 01 Culture 

and Sport: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inkpiece ' 第1.2 章中，定義生

活品質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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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高興。這好比說我們對某餐感到滿意，但卻沒說吃了什

麼。

要生活就得工作，要賺錢活口;臨然是必要，那就最好想

辦法減輕這差使的痛苦。所以趨勢是幾乎傾向於對工作的「主

觀」態度。在衡量幸福指數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如此的傾向。

然而，這裡所提的問卷，沒有完全了解主觀因素。因為我們可

以理解到一個更高層次的滿足，不只是來自「我」。比如在群

體的工作中，小我消失於大我中;或者辛苦的慈善工作，只是

為了給他人帶來好處。然而，在任何情況下，工作本身不是目

的:工作或者是為了某件事，或者是為了某個人4 。

這裡很清楚看到其兩極性。一方面，必須要有適當的工作

條件，以便這活動基本上是符合人性、可以接受的。我們不間

為什麼要如此，這幾乎是理所當然的。雇用童工，在不合理及

微薄工資的情況下，是不能接受的;在尊重兩性生理不同的情

況下，男女平等是無可質間的;不合理的工資，是永遠不能自

圓其說...... ，客觀的條件，當然因時因地而異;標準也隨之改

變;某種特殊情況下，合法的事並不一定能絕對化。然而無論

如何，人最喜歡處在他自認為最好的條件下，能讓他有機會發

揮自我，能依他的喜好或才能來選擇工作。

既然要選擇，若能擴大其選擇範圍，並加入主觀條件就更

好。因為，如果人認為他的工作實現了他的生活價值，他就會

喜歡或滿意這個工作。澳門所做的調查，清楚地指出幸福的衡

4 參閱另一個調查例子 : Job satisfaction sun呵， or for personnel 

working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e Role of Personnal Practice in 

Work Satisfaction , by Michael C. Gilbert, May 30th, 2007, Nonprofit 

Online News. 



32 天主教社會思想遑論分析

量和一些客觀因素有關，但又不完全依賴這些因素，如:收入、

工作時間、地位等等。所以，有可能是，勞工自己賦予了他的

工作一份意義，目的是為了使自己能忍受它。經濟學者指出，

若把工作和工資完全分開，是錯誤的。無論如何，工作臨然是

由人來做，就與人分不閉，因此是由人去平衡工作與他生活的

其他部分。所以，即使要盡量客觀，始終擺脫不了主觀因素5 。

教會如何看待工作

《工作之神學》這本很薄的書，要等待上世紀的下半業才

出現。不久前一本相當出名的論文中6 ，也介紹了過去對工作的

詮釋之發展。要指出的是，這些都是西方的研究，其他的文化

也需要有類似的研究，且也這個文化中的人士來寫。概括地說，

這些作者指出:以往工作主要被認為只屬物質範圍的勞力活

動;勞心的腦力或藝術工作是較高尚的活動。勞力和勞心工作

之間，的確是有分別，但別忘了，所有的工作都要人努力走出

自己。在這點上，天主教會願意從聖經第一章中更進一步地引

申。從聖經的觀點引申，近代教會訓導的立場就比較清晰。總

之，教會今天所強調的一些理論及行為的後果，是為繼續更好

地融和工作的客觀與主觀性。

5 參考: Lane Robert E. The Market Experience, Cambrid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irschman, A1bert O. A Propensity 10 

Selj二Subνers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 18 

Does the Market Keep Us Out ofMischief or Out ofHappiness? 

6 Chenu , Marie-Dominiqu巴 ， Pour Une Theologie Du Travail , Seui11965; 

Méda, Dominique, Le Travail, Une Valeur En Voie De Disparition 

F1amrnari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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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了解基督徒如何看人類與世界，必須回到《創世

紀》的首幾章7 。聖經裡說，一切化工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說，

造主給人類的一切都是好的。上主要人管理世界的命令，並不

是一個處罰。即使要費力，但並不是痛苦。天主不只賜了萬物

給人類，更進一步要他完成這萬物。雖然只有天主是造主，能

決定創造工程，但決定了之後，祂邀請人參與完成祂的創造。

人類的偉大就在於此參與，這之前也藉天主口中說出了這句重

要的話:讓我們照我們的宵像造人!因此，很輕易地看出工作

主觀性的傾向，因為工作被認為是天主最初造人的意向，而不

是之後被環境所迫而產生的。

但教會沒有忘記工作的客觀性。《彙編)) 257 告訴我們工

作的崇高位置，因為它可致富。既然創世的行為是美好的，它

的果實也必定是好的，或者至少是中立的。《彙編>> 257 似乎

是選擇中立，因為一個行為或產物的價值在於它的目的。所以

工作的果實是否美好，在於它是否相稱於其最終目的，亦即在

人類身上顯示天主的宵像。所以，工作固然是必要的，表示了

人是活在歷史中，但工作是為了要和天主結合，這是人的目的，

也是造物的意義。如果按照亞里斯多德「目的因」的理論，主

觀的「因」比較重要。但這並不否認，其他的「因」也有其重

要性。然而，在這麼多種類的原因當中，有一些強調具體方法;

所以也不否認客觀的「因」

經過如此分析之後，不難明白天主教會的想法。由於主觀

性，人是工作的原因和目的。人永遠不能被視為一種外在的商

業品，受制於管理。工作的客觀性只提醒我們各種不同形式的

7 參闇: <<彙編>> 255-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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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彙編》在這課題方面沒有多談。這裡也要指出，工作

不只是指勞力方面，勞心的活動也是工作。隨著一些有關「卑

微工作」的理論，工業革命注重區分各種行業:農民、工人、

藍領、白領等等。當然，這種分類仍然存在，並導致社會各種

組織與結構。但是教會關於工作的反思，基本上所走的是男一

個方向。當然，有時神學家所提出的理論，太快把歷史性的某

些工作模式絕對化，因此他們的這些理論沒有實際的基礎。

如果工作是參與創造的行為，它應該包括所有的工作，以

便能更有效地達到與天主結合的目的。比如，直接運用物質的

工作、用于勞作的工作，無論是藝術創造或烹飪，其意義在於

達到目的的效率。似乎無可避免的，用手勞作將繼續保留在人

類勞作活動的一部分;但機械的地位也將越來越重要，人類和

物質的關係將因此越來越疏遠。我們可以有許多理由來惋惜如

此的變化，其中當然也包括懷念過去的世界一去不復返。天主

教會在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樣，不是一個懷舊者，雖然

有人似乎認為昨天比今天更好，明天的道路不明確。如果拒絕

不同形式的工作之間是互補的，就迫以不同眼光來看社會的結

構。在社會結構中有不同階層;雖然人在許多方面都不一樣，

但他們都有同樣的尊嚴。所有參與創造的工作，其本身就其有

平等的價值。即使其實現的方式可能是壞的，卻是突出了人類

歷史的現實以及人的自由。

有人會說，如此的想法在流程式的工廠以及礦場等處是完

全不實際。不能這麼說，如果我們了解它其實是要求每一個人

盡其能力。我們知道，若企業內的每一個員工都有參與感，這

個企業就會更有效率。在如此的情況中，雖然會有家長主義(把

工人當小孩)的危險，但不要害怕它。因為教會提出另一個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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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觀念，那就是服務。所以《彙編》肯定工作本身具有社會

的幅度。

工作與服務

即使人可以從工作得到滿足，工作常要求人努力。所有對

工作的定義都不能忽視這點。似乎有一種阻力，存在於物質或

精神世界中。如此的現象，沒有任何解釋，只有把辛勞的工作

歸咎於原罪的詛咒。我們是否可以加以分辨?為此，我們要回

到工作的結構，顯示其是建立於基督徒的人觀。這裡要指出，

雖說是基督徒的觀點，但卻有其普世性。以下的論點雖不是直

接依據聖經或教會訓導，但它卻不偏離基督徒的信仰，甚至表

達了其神學與具體生活之間的和諧。當然，強調他人的他性，

可以是一個寶貴的意見。然而，一些新觀念的出現，如休戚相

關，就促使我們要在這方向去反思。

工作，就是走出自己。為了生活，人需要付出。當然，有

人是被服侍的，但他們是否可以不需任何工作而生存呢?這是

值得懷疑的。工作可以是非常簡單的活動，或甚至是不現實的，

然而人若不走出自己，就等於白取滅亡。工作也可以導致人與

人之間的交流。這裡我們不需引用黑格爾 (Hegel )出名的有關

奴隸與主人的辯證。問題是，人若要成為自己，就得依賴他和

別人的關係。這裡我們不需討論是人際關係重要或是個人。教

會，雖有時不那麼清楚，卻強調人際關係是創世之後自然的事

實。首先，人要依賴天主，同時也依賴其他人類。沒有人可以

把自己關閉在他的工作成果中;工作的成果是他和其他人之間

的媒介，彼此透過它互相感恩。因此，不應該只是以生產來衡

量工作，而更應該看它服務的性質，或是和他人的交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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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自己」的交流。服務，前然基本上是與他人的一種交流，

這裡就隱含休戚相關的意思，也就是工作的本質。

從聖經(比如善心的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以及最近頒佈的一些

通諭中，肯定「休戚相關」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德性。它組成

了基本的人性，並使人往天主方向成長，這是人的目的。因此

把工作當成商業產品，不但完全沒有意思，且因為它的方向錯

誤，可以摧毀人。教會訓導很小心地指出理想的自由市場經濟，

應該是學習服務的訓練場所。這點，經濟學家承認還沒有實現。

在這理想的前提下，應該是「全民就業 J '人人「休戚相關 J ' 

彼此服務，這是組成人的本質。所以《彙編》提到人工作的需

要，以及工作的權利。無論是國家社會或是國際社會，都應該

滿足人的這個權利，否則就是自我毀滅。人應該彼此交換「財

富及服務 J '否則他就活不出生命的真正意義。我們還可以補

充教會的男一個論點:財物是為了讓大眾共享。一切的考慮是

為整個人、任何人和所有人。

然而，尚有待解釋有關「辛勞」的問題。回到聖經來看，

工作因亞當、厄娃的犯罪而變成痛苦。什麼罪呢?聖經以神話

方式來解釋人拒絕附屬於天主。他要成為宇宙的中心，他也的

確真是如此;但他所要的是以「自我為中心 J '排除他人，這

就完全違背了他被造的根源，即與天主的關係'這關係是他自

由的基礎。從此，人很難走出自己，因為害怕失去自我。這恐

懼一直困擾著今天的人，以及昨天甚至明天的人。多悲慘的誤

會，出現在人的生命中，也在社會的結構中。主作的痛苦，不

是因為要費力去做，因為同樣費力的事，若是在娛樂方面，就

一點也不痛苦。痛苦是因為人害怕在與人分享工作成果時，失

去了自我，更重要的，當人因工作走出自己時，覺得這是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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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必須的，而不是自己選擇的。其實，走出自己是為了得

到自己，是積極的。

這種恐懼，理論上雖是不應該，但實際上卻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教會要求尋找方法來減輕此恐懼，以便工作或就業不會失

去其服務的意義。所以，一個人的工作應該足以維持他基本的

生活，並且工作不應該佔用他全部的生活，以便使他可以、也

應該和其他人有其他形式的交流。這樣，我們就能明白《彙編》

所談有關安息日休息之事8 。休息不是封閉自己，而是把這段時

間特意地留給最重要的交流，即和天主的關係，這是所有生命

最主要的意義。

對那些非基督徒，教會提醒他們，工作不是他們生命的唯

一意義，像所有的人，他們需要把時間留給其他人，以及生活

的其他部分。教會不同意工作目的朝向偏激的方向走，如:只

是為了累積財富、工作狂，甚至不顧倫理道德的科學研究。由

於「工作」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所以經濟學是一門倫

理科學，由經濟計量學補助。

總結

當我們用「教會」或「教會訓導」這個詞，如同在引言所

說，是指普世天主教會的意思。教宗或他所召集的委員會，只

不過是發言人而已。但，如果以為教會的思想只限於天主教徒

而己，那就不對了。只要去 Google 查一查，就可以信服。教會

的社會理論顯示她是人類的專家，以「善牧與導師」的身分，

在各個技術領域指導人類。人類要好好運用智慧，以便找到最

8 見: ((彙編)) 258-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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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法達到目的。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這目的就是人與天

主的結合。基督徒，藉著信仰的光照，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支

持一個對教會外的人士毫無意義的理論。相反，教會相信，她

對所有人類有重要的話說，因為她宣揚所有的人是由同一的天

主、在同一的美好創造工程中所創造的，為了同一的目的。

鑒於教會對人以及整個人類的認識，她自覺有權利，甚至

有義務，要對人類一直來所探討的問題說出她的看法。有些人

會說，教會以前的一些理論有錯誤，或者她改變了立場，比如

對奴隸制或者對某個政權;有些人認為教會不敢承認以前的錯

誤，害怕會動搖了她的權威。其實不是的。要理解教會也是生

活在歷史中的一個團體，所以她一直在天主的光照下尋找真

理，使人類真正認識他自己。至於對工作的看法，教會不斷發

現天主造人這信仰所帶來的原則:人是工作的主體;教會要求

各方面一起努力，以便工作的客觀條件，因時因地，能更好地

符合這真理。這喜訊，啟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真理，教會說應

該是啟示給所有人的。



系，人月民務的經濟制度

從全球化及天主教社會思想談起

戴台馨 l

本文作者認為，全球化過程為世界帶來了財富;也造

成了失常增加、貧富不均擴大、對開發中國家不欠平、政

治制度遭受破壞、文化多樣性削弱等弊害。本文根據天主

教社會思想的四大基本原則一以人為本、"Ä共利益、補足

原則、團結關懷一暢談理想的經濟倫理，進而提倡「為人

服務的經濟制度」

壹、前言

全球化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一方面，

它為世界帶來了財富;男一方面，它也造成了貧富不均。這意

味著全球化所創造的財富，有許多國家的人民未能享受。真正

成功的變革，應能兼顧公平與永續。

天主教講求大公，關心的事務層級廣至全球。選擇的立場

極為清楚，即永遠站在弱勢的一邊。講授與傳揚教會的社會訓

導，是傳播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出版

Compendium of the Socia! Doctrine of the Church(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一書，從家庭價值、「人」的工作、人權、經濟生活、政治社

本文作者:戴台馨教授，美國休士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輔仁

大學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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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國際社會與環保等議題，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與懇切的呼

籲。本文所強調的則是經濟生活及制度層面的省思。

經濟活動是社會生活重要的一環，經濟活動受強烈的自利

心驅使，在價格機能的引導下，能達到公益與私利的謂和。然

而，如果太過看重私利也會產生弊端，使公益受損，因此，為

使人類固有的利他之心亦能有適當的發揮，還需建立合理的制

度。

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需體認「發展」的真諦在於使個人

的言行與身分的選擇權的擴增。因為人類是一體的，我們不僅

須藉著審慎的修為，趨吉避凶，白求多福，也須對弱勢族群加

以尊重和關懷。除了聯合多人利他之心，發揮強大的力量，還

要落實民主機制，接受多元的聲音和訴求。

貳、全球化之得失

「全球化 J (globalization) 一詞，大家耳熟能詳。隱約之中，

大家直覺地認為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全球化究

竟有何意涵?如何發展的?為人類帶來福祉還是災難?在在都

值得探討。本節將對全球化的發展歷程及得失，作一說明與分

析。

一、全球化的背景

近五十年來，人類歷史上發生不少大事，例如:日本曾一

度稱霸亞洲，如今卻大不如前。中國的雌起，其經濟實力，僅

次於美德。歐盟的建立，維繫了歐洲的和平等2 。

2 見: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著，黃孝如譚， <<世界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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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巨大變革中，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影響了世人的生活。

其發展歷程簡述如下: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重新鞏固霸權，

歐美先進國開啟國際市場的整合過程。他們根據的理由是:兩

地之間的貿易障礙愈少，生產因素(如原料、資本、科技)、產品

與勞務愈能自由流通，兩地的經濟福祉就愈能增加。

1947 年， 23 個先進工業國家成立 GATT (Gene叫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決議相互開放市場，逐步協

議降低關稅。當時開放市場並不涉及開發中國家。換言之， 1980 

年代之前，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輸出比較開放，且開發

中國家尚能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

在 GATT 成立的同一期間，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還成立

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前者之功能在消滅貧窮，後者之

功能在穩定世界經濟。到了 1980 年代，民營化、自由化與全球

化，在英美兩國推動下成為風尚。開發中國家陷於國際債務危

機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將對其伸出援手，但其先決條

件乃是要求受援國家自由化，實行開放市場、民營化、降低財

政赤字、減少社會補貼等緊縮方案( auste叫progam)3 。

GATT 歷經八個回合的談判，推動了進一步自由化，最重要

的決議是決定成立一常設機構-WTO ( World Trade 0耶llzatlOn :世

界貿易組織) ，並於 1995 年成立，目前 151 個會員。這個架構雖

然尚未達到真正無障礙的自由貿易，但是各國平均關稅已大幅

降低，非賀易障礙也逐步減少。

一種可能)) (台北:天下遠見， 2007) ， 2 頁，高希均之(導讀)。

3 塵宛文， ((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3) ,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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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除了可從貿易方面來觀察以外，還可從資本流動及

人力移動兩方面來看。

資本流動可分為直接外人投資與金融資本流動兩種。外人

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密切相關。經由其投資，可為開發中國家

引進資本設備、先進技術及銷售通路，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非

常深遠。金融資本流動則屬流動性高的短期國際資金的進出，

是導致近年國際金融危機頻傳的主因之一。對市場制度尚未建

立完善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實為一種額外的負擔。

人力移動方面，受限於各國的法規管制，則很清楚地顯示

出沒有整合的趨勢。

冷戰結束之後，電腦資訊發達、網際網路的風行，以及交

通電訊費率的下降，促使全球化的範圍更廣泛、速度更增進。

二、全球化之利

全球化曾帶來許多利益4。不少開發中國家經由國際貿易的

帶動，增進了生產因素的流動性及報酬率，擴大了參與者在投

資和貿易等方面的誘因及視野，鼓勵了企業家的創新及承擔風

險的勇氣，因而使經濟快速成長，讓無數人民的生活富裕起來。

跨國企業也為開發中國家帶來全球化的好處。它們使開發

中國家的貨物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市場，讓國際的消費需求快速

傳遞至開發中國家，使供需得以協調，雙方均能獲利。在此過

程中，促使政府與民間對資源做更有效的利用，創造了更多的

4 Ama口ya K. Sen,“How to Judge Globalism".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 2002) , p. 1. ;史迪格里茲著，黃譯，前引書，對全球化的利弊

均有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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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機會，使農村過剩人口得以支援工業及新產業的發展。

全球化降低了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孤立感，除了上述消費

需求的新知外，藉著網際網路，使當地人民接觸到許多資訊，

其豐富與多樣的程度是前人所無法想像的。開發中國家的人民

因而得以感受到自己亦為世界地球村的一員。

此外，透過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所提供的

資助計劃'開發中國家獲得債務豁免、教育補助、灌溉系統的

建立，以及傳染疫疾的防範等實惠5 。
全球化讓世界各國人民更加相互依賴，從而使全球集體行

動的需求增加，也使全球性公共財更為重要6 。

知識，即為一項重要的公共財。研究的成果可以在不花費

額外成本下，無遠弗屆地為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帶來福祉。

醫療問題不受國家疆界的阻隔。例如愛滋病、 SARS 等高

傳染疾病，對人類的威脅是跨越國境的，亟需全球公共衛生組

織來面對。由於醫藥的流通、衛生觀念的普及，世界上許多人

的壽命得以延長。

環保議題尤具全球性。例如扼止全球暖化的溫室效應、臭

氧層破洞的擴大等，已成為舉世迫切需要共同解決的課題。經

由國際公約的簽署，及關心環保的全球性組織的呼籲，增加了

5 關於全球化與國際組織之貢獻，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者( Chief 

Economist) 與資深副總裁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有極

深入及精關的見解，見:史迪格里茲著、李明譯， <<全球化的許

諾與失落)) (台北:大塊文化， 2002) '22-24 頁。

6 見戴台馨， (經濟生活與社會責任) ，胡國禎編， <<普世價值與

本土關懷，天主教社會思想論文集>> (台北:光啟文化， 2007) ,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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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企業及人民對永續發展的重視。

總之，全球化加深了國與國之間或區域之間休戚與共的密

切關係。它在國際貿易、資本設備、企業經營、科技流通、資

訊傳達、醫療保健、環境永續等各個層面，均可帶來正面的影

響。一個國家若能妥善地應用這股力量，即可加速該國之經濟

發展及現代化。

三、全球化之弊

全球化既然能帶來這麼多利益，為什麼如今卻備受爭議?

倡言全球化的人經常強調它好的一面，然而不少身處開發中世

界的人，卻有不同的感受。概括言之，全球化的弊害，有下列

五類:

(一)失業增加

賀易自由化的立即影響，經常使低效率的廠商承受不住國

際競爭的壓力而倒閉，使工作機會減少。雖然過去受保護的廠

商無法立足而關門，經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將會出現生產力更

高的工作機會。但短期內，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尤其在開發中

國家，資金融通、教育訓練、企業精神都嫌不足，而這些要素，

正是創造新公司、提供新工作的先決條件。

開發中國家，一般而言，社會安全網絡尚未完整建立，失

業者的困境，除了入不敷出以外，還有不安全感和無力感。它

們覺得自己被邊緣化、被社會所揖棄。

(二)貧富不均擴大

在廿世紀最後十年全球化如火如荼的進行期間，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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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年平均成長率達 2.5%; 但全球貧窮人口7卻增加了一億人。
當前全世界 59%的人，居住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圓家，

只有 5%的人居住在貧富差距下降的區域8 。這些數據顯示:全

球的貧富差距在擴大中，即使在最先進的開發國家，亦復如此。

全球化使世界財富增加了。相信下滲經濟學( trickle-down 

Economics )9的學者專家認為:幫助窮人的最佳方法，就是讓經

濟成長，把餅放大。成長的利益「最終」會向下均需到窮人身

上。然而，並無可信的證據能支持這樣的理念。事實上，貿易

自由化，使先進工業國家裡最底層的非技術性勞工受害最深lOO

一個國家重視所得分配的公平化趨勢是很必要的。因為公

平不僅是一個道德課題，對永續成長也至關重要。

(三)對開發中國家不公平

跨國企業在全球化中扮演要角;他們雖為開發中國家帶來

不少利益，但也有許多備受譴責的惡行。

開發中國家在環保法規缺乏的情況下，許多污染性產業從

國外移入。歐美跨國企業以壟斷方式，從第三世界廉價取得礦

產、石油及木材等天然資源的關採權利。這些破壞環保及生態

的行徑，不但剝奪了開發中國家的資源，也波及全球生活環境

的品質。

7 所謂「貧窮人口」係指每天生活費低於兩美元的人口(係以 1993
年國際價格為計算基礎)

自貧富差距的指標係以基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來衡量。見:史
迪格茲著，黃譚，前引書， 29 頁。

9 下滲經濟學又譯為滴流經濟學。見:史迫格里茲著、李明譯，前
引書， 122 頁;史迪格里茲著，黃譯，前引書， 25 頁。

10 見:史迪格里茲著，黃譯，前引書，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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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協定談判時，常被迫接受不利於本

國產業發展的條件，卻無力要求先進國家開放其所期盼的市

場，例如農產品及紡織業等。

第三世界的金融法規及監理制度尚付諸關如，金融市場的

開放使其承受國際短期資金進出的衝擊，擔負金融不穩定的風

險，甚至危及政權的穩固。

貧窮國家之所以屈從上述種種不公平待遇，乃是為了要獲

得國際組織的貸款或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但長遠來看，不

利於發展的束縛，反而使其更難以擺脫貧窮。

(四)政治制度遭受破壞

決定每個國家開發成效的重要因素，就是一圓的「治理」

( govemance )品質和政策執行的能力。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貪腐程

度嚴重，即使全球化能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機會，也不能保證其

經濟發展會成功。

開發中國家的官員貪腐，跨國企業常涉及其中;透過賄賠

官員的方式，國際財團牟取壟斷天然資源的開發權，再利用先

進國家金融市場的保密規定，輕而易舉地為贓款洗錢，達到以

金錢及政治操弄促使其政府放寬環保法令的目的，讓社會和私

人利益背道而馳。換言之，貪腐、賄路的政治操弄，削弱了第

三世界國家公權力的伸張。

(五)文化多樣性削弱

全球化帶來社會的快速變遷，使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無

法從容調適，以致於傳統價值受到侵蝕，文化認同遭受衝擊。

每一個文化都有其值得珍惜的智慧遺產;例如:基督宗教

文明重視個人與自我、個人與他者、個人與未來世代、個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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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以及個人與上天的和好關係。影響所及，群己倫理11的
規範、攸關社會未來規劃和記憶層面的創造力等 12都有其特

色。若因全球化讓許多文化智慧遺產的多樣性消失，毋寧是件

令人扼腕之事。

當前全球化進程，無論在一國內或國際間，都產生了很不

均衡的結果。雖然它不斷在創造財富，卻有太多國家和人民沒

有享受到利益。真正成功的經濟發展，應能兼顧公平及永續13 。

參、社會思想與經濟倫理

推動全球化的世界組織或國際機構、甚至跨國企業，曾為

人類前景描繪出一幅美好的圖像。它們的許諾，雖然有一部分

的確落實了。然而，不可諱言地，全球化對部分開發中國家，

尤其是窮困國家及人民，造成沉重的打擊。

百年前，教宗良十三世開啟了教會對社會問題的關懷14 。

從那時起，隨著時代巨輪的運轉，社會的快速變遷，弱勢者豪

受的委屈縱或有所不同，而教會的仗義直言，從不間歇。

在這基督紀元第三個千年的破曉，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秉

持教會關懷弱勢的一貫立場，出版《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11 孫霞， <<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 (台北:台灣商務， 2006) , 21-30 

頁。

12 魏明德關心文化的永續發展，指出永續發展的理念對文化與社會
的推展方向有重要影響。見:魏明德， (讓文化成為永續資源〉

《人績論辨月刊>> (2006 年 11 月) ， 58 頁。

的問上， 70 頁。

14 教宗良十三世在 1891 年頒佈《新事》通論，是天主教會第一份有
組織的社會訓導文件，也是社會事務指引最基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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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ndium 01 the Social Doctrine 01 the Church ' 以下簡稱《彙編>> ) 

其內容雖非針對全球化所做的反思，但其見解卻對全球化之缺

失應如何改革有所啟迪。

《彙編》從家庭價值、「人」的工作、人權、經濟生活、

政治社會、國際社會與環保等議題，提出許多精闢的見解與懇

切的呼籲。本章所著重的是經濟生活及制度層面的省思。

一、四大基本原則

教會長期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形成教會特有的社會思想。

這套有系統的社會思想並非意識型態(他oiogy)l5 。天主教以該

思想為行動的基礎理念，亦非「基本教義派 J (fì.臼加l叮叫r

意識型態係指對人、社會、及與人和社會有闊的宇宙的認

知，以及道德信念的通盤形態 16 。意識型態的特色是:它對與

它有關的各種事物，都有高度而明顯的「系統性」意見;它往

往要把系統中的其他成分，整合於一個或幾個顯著的價值下。

因此，意識型態不能正確而完整地反映當代社會及政經實況。

此外，意識型態是一個封閉系統，對外界不同的意見採排斥的

態度。對內部則一方面拒絕自我革新，男一方面則要求追隨者

絕對地服從，並使追隨者覺得絕對服從是一種具有道德情操的

表現。正因為其自身的這種封閉性，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

甚至與常識隔絕。受到意識型態支持的改革，往往會犯下重大

15 見:黃美基譯， <<教會訓導的本質)) (為丁諾樞機主教在接受輔

大名譽博士典禮時所發表的演講稿， 2007) , 1 頁。

16 根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組林毓生院士的定義，見:林毓生， <<政治
秩序與多元社會>> (台北:聯經， 1989) , 3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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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誤，帶來重大的災難。這是意識型態所呈現的弔詭17 。

所謂「基本教義派 J '是指主張對某些概念與原則絕對尊

重的群體。對於明明牽涉到多重價值面向的事務，他們堅決地

主張自己的看法，不接受不同的價值判斷。他們對自己的看法

太過自信，認為真理顯然在自己這一邊，因此強迫他人對某些

議題須立即做出「同不同意」、「贊不贊成」之決定18 。

天主教社會思想屬於神學，尤其是倫理神學的領域"。教

會的社會訓導是在社會與國際秩序中，在信仰及教會傳統的光

照下，對人的存在之複雜適時做仔細反省後，所做的精確而有

系統的說明。它與意識型態最大的差別在於:它因應時代變遷，

不斷地反省，是一種在信仰光照下的開放「知識」鉤。其形塑

的過程，歷經許多會唔、交談與合作。與基本教義派的武斷及

強制性，有極大不同。

天主教社會思想總括為四大原則:

(一)以人為本 (dignity)

以人為本是其他三個原則的基礎21 。教會把每一個人都視

為天主的活生生的肯像22 。因此，每一個人都具有不可侵犯的

17 同上。

18 見:毛慶生、朱敬一等著， <<經濟學)) (台北:華泰文化， 2007 

第五版) , 11 頁。
19 黃美基譯，前引演講稿， 1 頁。
20 同上。

21 見: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試譯本，香

港， 2004) '160 號。

22 同上， 1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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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基礎和目標23 。在歷史上，踐踏

人性尊嚴的事故，層出不窮。每當人性尊嚴遭受侵犯之時，教

會必然捍衛人權。

(二)公共利益 (common good) 

公共利益原則與公平有關。發展經濟能創造財富，若要讓

窮人也可以過維持健康與尊嚴的生活24 ，應特別注意合理的所

得分配。教會接受資本主義、贊成私有財產權，但不接受獨占

的資本主義25 。若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就不符合公共

利益原則。

(三)補足(補助)原則 (subsidiarity ) 

補足原則是指:一個基層(下層)機構能做到的事，就不用

高一層的機構去解決。高層的機構只要補助或補足即可;意即

鼓勵個人去發揮他們的創造力，而不是由政府搶著做。政府需

要做的，是幫忙他們;下級機關做不來的，政府就出來輔助，

但也不是長期的詣。

(四)團結關懷(叫idarity ) 

資訊、電腦科技的突飛猛進，促成商業交易和信息流通量

大幅成長，人類有史以來現在可以和遠隔千里或不曾相識的人

打交道。人際關係因而更為密切，相互依存的必要性也因之增

23 向上， 106 號。

24 見:孫霞， <<人生的探索與選擇>> (台北:九歌， 2007) , 17 頁。
25 見:胡國禎主編，前引書， 5 頁。

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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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團結關懷乃成為決定社會秩序的美德27 。

就小我而言，自立之餘，還要幫助那些弱勢族群;就大我

而言，彌平國際問財富分配的不均，端賴團結關懷原則的落實。

二、經濟倫理

經濟活動是社會生活重要的一環。經濟學鼻祖亞當﹒司密

斯 (Adam S恤ml抽t由h) 在《國富論》扒(A加n In呵q仰Ulr叮rηyi仿n川仰tωo t伽h加e N.岫atωur，何'e and Cause of司t伽h仰E 

Wealth ofN，岫α“叫叫tiωiωions， 1口77布6 )中，提出自利與公益調和學說。他認為:

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好像有隻看不見的手，帶領

其達到公共的利益，而且比蓄意達到公共利益更有效。然而，

如果太過份看重自利也會產生弊端，使公益受損。

事實上，亞當﹒司密斯本為道德哲學教授。他在其《道德

情操論)) (The TheoηqfMoral Sentiments )28中，從一個人對自己和

他人的關懷，引申出三種美德:審慎( prudence )、公平 (justice)

和仁慈( beneficence )。

審慎是一種自愛的生活態度。唯有重視並維護自己生存和

發展的條件，才能自保、存活與成長。審慎包括健康的照顧、

財富的追求，以及地位與聲望的建立等。

人們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之心;即自愛之後也能愛人。

司密斯觀察到人們在發揮自利心的強烈動機時，若能謹守公平

的原則，則可推動公共利益。公平是一種不去傷害他人的承諾。

2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193 號。

28 謝宗林翻譯此書，譯名為《道德情感論>> (台北:五南， 2007 )。

本文係參考孫震著， <<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 '的7-176 頁中的

(附錄二) ，及《人生的探索與選擇>> '37-38 頁中的(幸福的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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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是幫助他人，增進他人的福祉。關心他人的幸福乃出

於同情之心，而公平是「絕對的義務 J '仁慈則是「非絕對的

義務」 29 。

司密斯的理論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道德上的正當性;也

因此，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天主教社會思想強調:人雖

有自利之心，但希望我們多發揮利他之心。因為利己之心強烈，

利他之心薄弱，乃是人類生物本能的一種投射;如果我們希望

多多發揚公平與仁慈兩項美德，還需要建立適當合理的制度。

肆、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

耶穌基督給世人的誡命是彼此相愛。為履行此一誠命，人

與人之間的善意、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睦、國家與國家之間的

相互尊重，都是關鍵因素。換言之，世界和平，一方面是值得

追求的高速理想，男一方面又是實現人類互愛的基礎!和平這

個偉大而崇高的價值，在理念上，毫無疑問是被接受、被認同

的;但在實踐上，還須立基於對人的尊重，以及一套兼顧公平

與效率的制度。其實，從全球的視野觀之，深受全球化衝擊的

人類經濟生活，最需要的是一套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

一、和平、發展與團結關懷 (501峭的)

教宗保祿六世認為:和平是人類的一種普遍而永久的義

務;是現代文明必須遵循的規則。和平就是安全，就是秩序，

是人們應該不斷建設的、吻合正義與其有活力的秩序列。人類

29 見:孫霞， <<道德情感論>> ， 163 頁。

30 見:教宗保祿六世， (走向和平的途徑便是促進人權) , ((尊重
人權促進和平>> (輔大若望保祿二世對話研究中心編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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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有穩定的秩序，才能達到「人類發展 J (human development ) 

的目標31 。

提到秩序與人類發展，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

( Amartya K. Sen )在其《發展即自由)) (Development as Freedom )一

書中，將「人類發展」一詞定義為:擴展人類實質自由的一種

過程;而實質自由，意指在合法的前提下，一個人可按照自己

的意願'不受他人的強制，決定自己的所言所行。因此，在發

展的過程中，人們經由實質自由的擴展，可獲致更大的選擇權，

而比較有可能享有自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所謂更大的

選擇權，可利用「能力分析 J (capab山句 approach) 的「能力集合」

( capabil叮 set) 概念加以說明。

「能力分析」指出:每個人都擁有一些稟賦。若有自由、

有機會了解自己稟賦之所在，而將它們充分發揮在一些利己利

人的事情上，進而獲致某種成就;沈恩將這種成就，以「作為」

( doing )來形容;一個人有所作為的同時，也就成全自己成為

某類族群、某種職業或某種身分中的一員;沈恩將這種身分，

以「定位 J (being) 來形容。「作為」的內涵相當廣泛，例如:

治癒病人、捍衛國家、濟弱扶傾等;而「定位」出來的身分亦

相當多元，例如:醫師、軍人、志工等。「能力分析」將這些

多向度的( multidimensional) r 作為」和「定位」的集合，稱為一

光啟， 1969) '8-9 頁。

31 見: Amartya K. Sen 著，劉楚俊譯， <<經濟發展與自由>> (台北:
先覺， 2001 )。沈恩在本書中詳盡說明發展及自由的精義;並在

其所界定的意義下，舉例說明各種自由的屬性與功能，使我們深

刻暸解「人類發展」與「經濟成長」是兩個不一樣的理念，不可

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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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能力集合」 32 。

享有自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是指一個人儘量肯定

自我，儘量有所作為，而亦有所不為地，在生命中的每一階段，

去選擇最容易發揮自己的稟賦、最適合自己的身分的一種生活

態度。能選擇的範間，只侷跟在能力集合之內。能力集合越大，

個人享有的實質自由越多，可選擇的生活方式越豐富。也就是

說，能力集合的拓展，就是發展"。

在這裡，我們就意識到了全球化對每一個人的發展的衝擊

了。簡言之，全球化之利，有益於個人能力集合的拓展;而全

球化之弊，有害於每一個人能力集合的拓展;尤其屬於經濟生

活的層面，更是如此。

教會社會訓導在這一層面的智慧，則提出了團結關懷

( solidarity )的呼籲。

教會總選擇站在弱勢者的一邊。人類雖然都還是有利己之

心，但也都有利他之心。利己絕不是指不顧公平，犧牲他人的

利益，成就自己的利益。亞當﹒司密斯( Adam Smith) 在其《道

德情操論》一書中，深入地解釋利己。他指出利己為一種生物

的本能。該本能發揮在行為上，是一種審慎的修為，目的在於

32 見: Amartya K. Sen, The Standard 0/ Living, (Tanner Lectures with 

discussions, edited by G. Hawth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路， 1987);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Qua1ity of 

Life" in Chung-Hua Seriω 0/ Lectures by lnvited Eminent Economi口，

No.24 (Nanka嗯，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98), pp. 14; The Quality 0/ L倍 (edited with Martha 

Nussbaum, Oxford: C1aredon Press, 1993) ;戴台馨，前引文， 12-13 

頁的整理。

33 劉楚俊譯， ((經濟發展與自由》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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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吉避凶、延續生命。審慎，可說是對自己生存發展條件的重

視與維護。每個人以審慎自持，達到生命延續的目的;尚需扶

持脆弱者，發揮利他之心，才能真正享有自認為幸福的生活。

由於聯合多人利他之心，能發揮較強大的力量。在此，制度因

素可引介進來，使自愛愛人的境界有一片扶土可以耕種。

二、市場與政府的角色

司密斯發現了市場的機能。他指出:經濟社會中的每一個

成員，都會參與某些商品的買與賣。於是，從市場購買商品的

許多消費者，形成了買方的勢力，而提供商品給市場的許多廠

商，形成了賣方的勢力。藉著買賣雙方彼此的互動與抗衡，決

定了商品的價格與交易量。這樣的結果，並不需要政府的干預

或規劃。如此按照自由經濟精神而運作的市場，可以發揮引導

作用，使有限的經濟資源得以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不但

達到經濟效率，亦會帶來經濟成長，使每個人所得提高，生活

品質亦獲得改善。

然而，若一個社會的目標為「人類發展 J '就不能將問題

窄化到只關心經濟效率或所得增加，也不能期待單一指標或單

一政策處方可以解決多元且複雜的「人類發展」問題。政府之

政策應關注非所得面向，諸如:教育、健康、法治及社會安全

等。若瞭解「人類發展」的多面向性質，將有助於決策者設計

兼顧效率、公平及富有人文關懷的發展策略。

沈恩指出:發展的目的既然在擴展人們的實質自由，為達

此目的，就需要許多方法或工具。奧妙的是:自由本身正是一

種重要的工具。自由本身可以對人類整體自由有所貢獻的這種

角色，稱為「工具性自由 J (instrumental freedo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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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以漸進方式爭取到的自由，逐漸擴展到更多元或更重

要的自由，不但會使人們更有自由選擇自認有價值的生活方

式，也會使其潛能得到更有效率的發揮。值得注意的是:不同

的自由之間彼此相輔相成、連結加總的效果，會強化自由對發

展的重要性。換言之，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自由之間的連

結關係及互動效應，對發展的動態路徑有重要影響。

舉例來說，台灣的義務教育讓一般國民具備園中程度的水

準。他們擁有讀、寫和算數等基本能力。這些能力，一方面使

他們能實現個人潛能、發揮自由，男一方面使他們可以了解、

分辨和選擇理念相同的政黨，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而有豐

富的政治生活。相對的，注重菁英教育的國家如印度，他們培

育了不少金字塔頂尖的人才，卻忽略普羅大眾。高科技工程師

與大量文盲並存的現象，導致貧富不均，容易引起社會動盪不

安，而無法享有免於不公義的自由。另舉一例，共產制度崩潰

後的俄羅斯實施所謂的「震撼治療」 34 ，將圈營企業急速民營

化，表面上看來，社會似乎走向經濟自由體制，然而實則在欠

缺法規的情況下，造成大量的貪污腐化，勞動的平均生產力快

速下降，遠遠不及共產黨當權的年代。

大體而言，尊重市場運作可為自由經濟帶來效率;但仍不

足以帶來人類發展。各種配套措施與不同的自由之間的連結與

互動，依其重點及先後順序之互異，會發展成不同的動態路徑。

究竟應如何選擇、拿捏，民主機制是重要關鍵。

34 震撼治療係指以快速開放市場及全面自由化的方式改善經濟。

見:史迪格里茲著，黃譯，前引書， 62-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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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的深化

民主奠基於對每一位選民之尊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正顯示出，票櫃之前人人平等，無論貧賤富貴，不分達官顯貴

或是販夫走卒。投票當天，每人都是真正的頭家，不折不扣地

以選票表達其意志。

然而，政治自由的獲得，僅僅是靠著神聖的一票嗎?假使

投票者本身的教育、知識水準不足以體認選舉意謂著權力的行

使;假使欺瞞、扭曲的資訊，誤導了投票者的選擇;那麼，公

民權利仍然未能伸張。換句話說，教育要普及、資訊要透明而

公開，人民才有可能獨立判斷，選賢與能，而政治自由也才能

得以落實。

民主精神的另一種呈現，則是容許討論、辯論，不同意見

之間，要有相互對話的雅量。經過對話，並不保證最後會達到

相同的見解或是價值觀，因為畢竟這是多元的社會。容納並接

受多元的聲音和訴求，則是對話過程中重要的遊戲規則。認同

此規則，必然隱含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否則遊戲規則無法被大

家接受。誠懇的對話，展現出對他人的尊重，這已是非常可貴

的價值了!

眾所皆知，民主制度並非十全十美。從效率來看，它並不

理想。然而，在過當的配套措施下，它融匯了大多數人的意見

和想法，所得出的決策自然是妥協後的結果，因此，犯下嚴重

錯誤的機會，相對於獨裁判斷，確實少得多。

民主的概念，亦應適用於國際社會。

檢討全球化之失的原因(見本文上述第二點) ，未能充分尊重

貧窮、受援國家，應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弱勢族群在一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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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殿堂裡，還有他們的民意代表可代為發聲;那麼 IMF 、世

界銀行等組織裡面，為什麼沒有未開發國家的代表呢?

全球化受人的詬病，乃是工業化先進國獲利的同時，落後

國家裡大多數人民蒙受了損失。欲使已開發和開發中的國家兩

者都帶來利益，需要更民主的全球化。

具體作法上，史迪格里茲己提出適當的建議35 • 

l.重要國際組織(如 IFM 、世銀、 WTO) 的重新安排改組。如

改變投票結構，改變代表權，採用代表原則等。

2. 仔細思考國際間的決策流程。如更加透明化、改善利益衝

突的規定、更公開、加強開發中國家的能力、改善責任制

度、改善司法程序、加強國際法規的執行等。

(五、結論

本文所關心的主題是「人」。若其實質自由擴展，能選擇

自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就是生活品質的提高。能達到

這樣目標的經濟制度，就是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這種制度，

不僅關心經濟效率或所得增加，還應關注非所得面向的配套措

施，如:教育、健康、法治和社會安全等。

民主機制可融幢大多數人的意見與想法;弱勢族群因而獲

得適當的保障。這種精神同樣適用於國際之間，開發中國家亦

應有適當管道，在重要的國際組織中表達意見。

天主教會秉持大公精神，在信仰的光照下，因應時代變遷，

不斷反省，其對當前社會問題之見解，可總括為四個原則:以

人為本、公共利益、補足原則及團結關懷等。該見解雖非特別

35 見:史迪格里茲著，黃譯，前引書， 319-323 頁。



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 59 

為全球化所做的反思，但若遵循此等原則，當可改善全球化帶

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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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耶穌的傳教~;'吾與管難

從天主教的人權角度分析

雷敦穌 l

本文作者認為耶穌的苦難可算為違背人權的典範，可

幫助我們理解天主教社會思想談人權的重點:本文首先探

討耶穌在祂的傳教生活中所重視的人權;其次，本文反省

耶穌在其苦難中被剝奪哪些權利;最後，從神學角度反省

耶穌的生活及苦難如何表示人權的價值。

前 E

中世紀討論權利的時候，把重點放在一個人為保持生命所

需要的物質，即溫飽問題上。十八世紀的歐洲人權論壇，把公

民政治權利當作重點，特別強調人的自由、人在法制內的待遇，

以及人參與政權的權利。《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一書把這些當

作其對人權反省的核心，因此本文從這角度分析耶穌的生活與

苦難。為基督徒，耶穌的苦難可算為違背人權的典範，因此亦

可幫助我們理解天主教社會思想談人權的重點。本文首先探討

耶穌在祂的傳教生活中所重視的人權;次之，本文反省耶穌在

其苦難中被剝奪哪些權利;最後，從神學角度反省耶穌的生活

及苦難如何表示人權的價值。

l 本文作者:雷敦麟，英籍耶穌會神父，現為輔仁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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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穌傳教生活與人權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以下簡稱《彙編>> )討論人權時，只

有一次提到「褔音 J '即耶穌傳教生活。《彙編》強調褔音重

視窮人:

「按照福音訓示:要對窮人優先關懷，教會的社會主11)

導再三指出: r 比較幸運的人們應放棄若干權利，慷慨地

以自己的財富服務他人.lI 0 J (158) 

耶穌重視窮人，是新約常強調的一點，比如《路加福音》

開始講耶穌的傳教時，帶我們到祂出生的城市納臣肋，在會堂

中耶穌打開《依撒意亞先知書>> '唸: r土主的神在我身上，

祂派我給窮人傳布喜訊...... J 

聖經專家告訴我們:所謂的「窮人 J '為以色列的 anaWlill

小民，有「物質方面窮」的意思，又有「謙虛人」的意思。當

時納匣肋人住比較偏僻的山村中，大概從物質方面不能算為有

錢的人，但是他們太驕傲，無法接受在他們中長大的那小伙子

現在是天主所派來的默西亞。由於他們的驕傲和缺乏信德，耶

穌無法在他們當中行奇蹟。在精神方面，他們不夠謙虛，不夠

「窮 J '因此無法接受福音。不過，路加也強調耶穌特別來為

沒有錢的窮人;在耶路撒冷，耶穌讚美一位寡婦，因為她把兩

塊小錢幣投入聖殿的奉獻箱內(路廿一卜4) 。

《瑪竇福音》第五章把天國的大憲章擺在前面，而且開頭

有八段祝福的話語，其中第一句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同

樣，我們可以把「神貧」解釋為謙虛，或物質方面的貧窮。《路

加福音》則更清楚說: r 貧窮的人是有福的 J '因此我們不能

否認一個讀法，就是「貧窮」。由此可見，耶穌重視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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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明顯的。

《彙編》開始討論人權時，保持中世紀對人權的看法，即人

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我們可以說， <<彙編》保留耶穌對「窮

人」的看法，而且這種貧窮仍有兩方面:物質及精神兩面，等

於上述貧窮的非富有、非驕傲兩方面一樣: r人權與人的尊嚴

的需求有關，最重要的，是要滿足人在物質與靈性領域的需要」

( 154 ) 

耶穌不僅重視窮人，祂更請門徒離開他們應有的富有，來

跟隨祂。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

位善良的青年想過更美善的生活，就問耶穌該怎麼做。耶穌回

答他: r 去變賣你所有的，分享給窮人 J (路十八 22 )。天主教

社會思想與一般討論人權的思想仍保留這一點，如《彙編》所

云: r 比較幸運的人們應放棄若干權利，慷慨地以自己的財富

服務他人J (158) 。

《彙編》要避免人權詞彙允許個人主義，即過分強調私人

權利，不考慮他人的權利和需要。比如在主曆 2000 年時，教宗

呼籲已開發國家免除貧窮國家的債，換言之，有錢的國家應放

棄他們按照法律可要求的錢。本人曾經強調，教會討論人權是

從「你的人權」進行討論，儘量避免從「我的人權 J '甚至不

從客觀的、無人情的「他的人權」討論之。因此，教會必須為

世界上邊緣的人群呼籲，不能認為他們不是教友就不關心。教

會要關心死四、不合法的移民......等貧窮族群，要求國家讓步

其權利，例如不進行死刑，或不把不合法入境的人送回原圈。

這些議題都比較難，因為大部分的人很難理解為何要放棄自己

權利，讓他人享受權利。也許，很多人就像那青年一樣，聽了

耶穌的話以後，就默默回家，不敢放棄他們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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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穌在其苦難中被剝奪的權利

《彙編》引用天主的僕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人權菜單，

並特別提出生命權及宗教權。耶穌苦難強調這兩種權利:第一，

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第二，因為耶穌的「罪」是宗教方面的

罪一褻潰上帝。不過，除了這些違背人權的事情以外，耶穌的

苦難也證明祂在很多其他公民權利上也是受害者。

耶穌公開講道，大家很容易找到祂，但是被逮捕時，大司

祭必須先給耶穌門徒中的一位三十塊銀幣，使那門徒敢帶士兵

到比較偏僻的地方逮捕祂。耶穌自己指出，這種速捕方式是不

妥當的。《世界人權宣言》第 9 條云: r任何人不容加以無理

逮捕...... J 很明顯，耶穌的速捕是無理的，是偷偷在夜間所進

行的，不符合人權。

被逮捕後，士兵帶耶穌到晚間的開庭，也不是合法的法庭。

法庭沒有證據控告祂，因此請兩三位提供假證據，說他們聽耶

穌說:祂要毀滅聖殿。法庭沒有律師，所以耶穌無法請律師為

祂辯護。《世界人權宣言》第 10 條說: r 人人於其權利與義務

受判定時，及被刑事控告時，有權享受獨立無私法庭之絕對平

等不偏且去問之聽審」。這晚間的法庭當然也不符合這條，是

明顯非獨立、非無私的，且不尊重法律程序。

法官自己發現法庭無法控告耶穌，因此直接問祂: r你是

否天主子? J 耶穌回答「是 J '因此法官自己決定這是褻潰的

話，而且認為法庭的人都聽了，因此他們每個人是證人，不需

要其他證據。法官的問題，應該給耶穌自由回答「是」或「否」

的空間，但是實際上，此問題是決策性的問題一若耶穌說「否」

就可以平安回家，若耶穌說「是」就會被判死罪。這種問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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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程序，且把重點放在耶穌的白白。

《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特別反對逼人自己承

認自己的過錯: r 不被強迫作不利己之自白或認罪」。在台灣，

蘇建和案全靠這種「證據 J '因此很明顯不符合法律程序及人

權。

《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條承認「人人思想、良心與宗教自

由之權 J '因此「褻潰」不可能是罪過，而且法官問問題時，

應該能接受一個肯定的答案，如同一個否定的一樣，要不然他

不尊重宗教自由。不僅不尊重宗教自由，而且在當時，大概沒

有任何法律說:人人不可稱自己為天主子。猶太人信一個天主，

很難理解此天主能有「兒子 J '因此不會想寫這種法律。耶穌

所講的，並未違背當時的法律。《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討論此問題: r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當時依國內法及

國際法均不構成罪行者，應視為無任何刑事犯之過失」。

唯一的例外，是那些不符合「當時依國際社會承認之一般

法律原則」的罪過，如今日酷刑、大屠殺或奴隸制度等，都不

符合國際社會的標準。不過，無論當時或現代「稱自己為天主

子 J '都不可能是違背國際社會承認之一般法律原則。

控告耶穌之後，法官就問周圍的人應如何判斷，他們說耶

穌應該死。在當時的法律，褻潰罪就可判死刑，而且應該用石

頭砸死犯人。今日教會認為，一個國家雖然原則上仍有權利判

死刑，但實際上不應該使用此種刑罰。國際人權方面仍允許國

家使用死刑，不過限制其用途到「最嚴重的罪惡」上，且解釋

「最嚴重」為「直接違背生命權」的罪，即殺人案。國際法不

許法庭給未殺人的人判死刑，因此叛徒、賣毒、強暴、經濟罪、

姦淫都不可以判死刑。耶穌很明顯沒有殺人，不該判死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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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按照當時的了法律，耶穌也沒有褻潰天主，因此祂的「罪」不

符合猶太人的褻潰罪。

被判後，士兵開始侮辱耶穌，戲弄祂，而且也打袖。這一

切都是「酷刑 J '即《世界人權宣言》第 5 條所禁止的: r任

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無論是猶太的士兵或後來羅馬的士兵，都同樣用殘忍不人

道或侮慢之待遇對待耶穌。士兵們認為，一個犯人就不算人，

不用尊重他。《彙編》把人的尊嚴當作人權的基礎，強調此尊

嚴是絕對不能剝奪的:

「人權是普遍的，因為所有人都享有人權，而且不論

任何時間、地點或情況都可享有。人權是不可侵犯的，因

為『他們是人和人格尊嚴中固有的.JI '而且『如果不採取

行動確保人權在全球各地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宣佈人擁

有這些權利是沒有用處的.JI 0 人權也是不可剝奪的， r無

人可合法地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因鳥這是侵犯了人的天

中生.JI 0 J 

這段列出人權的三個特色:普遍性、不可侵犯性，以及不

可剝奪性，這些是絕對的。我們必須加上，國家有時有權利「限

制」一個人「施行」其人權，比如可以不允許兒童投票或不許

犯人自由行動等，但是這些不能變成絕對制奪人權的手段，兒

童長大就應該能投票，犯人符合刑罰的要求就可重回到人間社

會。

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違背人應有的尊重，使人變為非人。

在耶穌苦難中，有一個很有名的階段:羅馬士兵虐待耶穌後，

總督帶祂到民眾前對大家說: r_看這個人! J 西方畫家常畫此

時刻，叫 r Ecce HOillO (看人! ) J 雖然耶穌受酷刑及虐待，但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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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仍承認祂是「人 J '而且拉丁文或原來的希臘文‘o cxv8pconoσ 

不僅有「這個人」的意思，也有普遍性的意思，即「人」本身。

總督不得不承認，耶穌值得受人應有的尊重。本人常用中文的

說法:人人也，強調無論犯人、精神病人、邊緣的人，人永遠

就是人，人不可能變為非人。

到了早晨，猶太人的大會才開會，決定把耶穌送給羅馬總

督。這個會是正式的會議，晚上的「法庭」是不合法的。不過，

早上的會議接受晚上的判決，不多討論，唯一討論的，是如何

舉行死刑。按照罪名，耶穌該受砸死，但是領導階層決定給祂

釘十字架，即羅馬的懲罰，也許他們知道所謂的「褻潰」罪並

不成立，因此想用政治罪的名義處罰耶穌。

按照法律程序，被判死刑的人應該有機會申訴， ((公民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4 款說: r被判死刑者有請求特赦

或減刑之權。大赦、特赦或成刑得對一切刑案實施」。但是，

在此早上的法庭，耶穌並沒有機會申訴。

猶太領袖帶耶穌到羅馬總督時，提出新罪名: r我們發現

這個人鼓勵人做革命、反對給羅馬皇帝賦稅，而且稱自己禹

王」。他們這樣改變罪名，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不可以用一個

名義判人死刑，男外一種罪名判決執行死刑的方式。總督詢問

耶穌，認為祂是無辜的，但是不敢直接反對領袖。後來他發現

耶穌不是猶太人，因此決定他自己無權判決祂，應該屬於羅馬

帝國所承認的分封王黑落德。黑落德詢問耶穌，但是耶穌不回

答，黑落德就不敢懲罰祂，只是戲弄袖，給祂國王的袍子穿。

總督必須再次判決，所以他想用特赦來處理此案。其實，

他應該公布耶穌是無辜的、猶太法庭是不合法的，但是他沒有

勇氣。特赦也是死刑犯應該能申請的，但是總督提出的選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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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赦免一位無辜的人，或赦免一位殺手一是不妥當。無辜者不

需要特赦，他需要被釋放、且應該恢復自己的名譽，赦免殺手

當然可以。

按照聖經記載，群眾不要耶穌的死亡，只有幾位領袖才耍，

是他們派人到群眾內，要求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總督怕民眾搗

亂，就聽從這些要求。這個故事是違背人權常發生的故事:只

有幾個壞人而已，但是他們有權威，有不願意負責任的領導，

有不特別了解本案的群眾，很容易受到他們領導的影響。

在台灣，蘇建和的案子也有這些因素:壞的警察用精神方

面的酷刑逼三位無辜者白白，法官知道證據是用酷刑得到的，

但是不敢反對，而且幾年以來法官繼續遮蔽前輩的錯謬，而大

部分的群眾不敢站起來反對。報紙報導本案時仍報導原來三人

所認識的人如何殺死人。別人殺人是嚴重的罪，但與蘇案無闕，

重點應該放在法官如何繼續用酷刑虐待三個無辜者。不過，今

日的報紙如同當時的群眾不敢定領袖的罪，寧願讓無辜的人枉

死，保持領導層的榮譽。

在違背人權的案子當中，我們必須認識受害者仍然是耶穌

基督，而耶穌基督只能與受害者站在同一邊，不能與不說話的

群眾或與官方代表站在一起。教會認為，人權不是國家或官方

所賜予人的( 153) ，人權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創造者所賞給的。

教會也認為，國家的權利就是「在社會生活的特定層面上，人

人應有的人權 J (本人的翻譯) (157) ，換言之，只有人有人權，

所謂「國家」或「文化」的權利只是一種簡說方法，確定人人

總數的權利。

耶穌被判十字架的死刑，因為祂「違背」國家，即羅馬帝

國。但是實際上，雖然當時的法律允許羅馬判決及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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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倫理道德角度看，國家沒有此種權利。政府自己承認耶穌是

無辜的人，知道祂不領導革命、反對皇帝，因此就否定它判耶

穌死刑的理由。

三、神學反省

「權利」概念來自教會法，在早期拉丁文lUS 表示「法律 J ' 

但是經過法理學家的討論，此字亦得了「權利」的意義。在十

六世紀，歐洲發現美洲的時代，西班牙神學家更進一步討論美

洲原住民，因為是人而不是動物，有哪些權利。不過，到了法

國大革命的時代，教會幾乎不接受當時的人權宣傳，而且要等

到 1948 年以後，教會才充分地接受人權思想。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仍保留中世紀教會法學界對人權

利的看法，特別從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來討論人權。我們發現這

一點就基於耶穌自己的表揚，從社會邊緣的人看到人的需要，

要求富有的人與他人分享。法國大革命的人權論壇比較少討論

此點。

但是耶穌的審判與死刑非常清楚這背法律程序，如上所

述，很明顯不符合人權的標準，而且這些法制人權就是法國革

命、美國獨立兩種運動所提出來的。由此可問:為什麼教會那

麼慢接受人權的辭彙，畢竟「人權」概念來自教會法，耶穌自

己的苦難就是不符合人權，教會應該早承認這些人權。可能有

兩件事情，使得教會比較慢接受現代人權的看法。第一件，是

法國大革命的哲學背景及其進行的方式。第二件，是一種被動

態神學，強調接受苦難、不對抗惡人，寧願選殉道者的路線。

法國大革命背後的哲學家批評、諷刺教會，革命一爆發就

很快開始逮捕神父、主教與修女並殺死他們。俄羅斯 191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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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也如此。美國獨立時，比較不那麼直接攻擊教會，反而慢

慢給天主教更大的自由。不過，整體來說，除了美國和愛爾蘭

獨立運動對人權比較友善，一般來說天主教在歐洲的經驗是誰

講人權領導革命，誰迫害教會。這種經驗仍影響教會的人權論，

最近兩位教宗談人權時，都把宗教自由當作標準。教會能接受

人權，但一定要求此人權承認宗教的存在，包括信奉宗教、舉

行禮儀、遵守教會的節日(特別是禮拜天與聖誕節)、允許教會辦

學校等教育機構。耶穌被速捕的理由是宗教的理由，因此教會

不能接受一個人權宣言或法律，如果他們不遵守宗教自由。

被動態神學是教會面對十六世紀教會改革的後果。在很多

國家，教會失去她的領導身分，不能參與法律制度，因此回到

一個被迫害團體的小數族群，必須接受被攻擊等。教會同耶穌

一樣，選擇不開口的十字架苦路。甚至在天主教的國家，靈修

強調與痛苦耶穌同苦，陪伴被判死刑的囚犯、為他們析禱，但

不想改變法律制度。到了十八世紀，所謂天主教的國主也把自

己的利益當作第一，教會次之，因此不僅不保護教會，甚至給

教宗非常大的壓力。之後，教會更受到新政府(如義大利、德國、

法國等大國)的壓力，教宗稱自己為梵蒂岡的囚犯。教會封閉白

己，視自己為救恩的方舟，把外面社會看作魔鬼的領域，與教

會無關。

十九世紀末，開始有變化，教宗良十三世意識到工人的需

要，開始寫教會社會思想的書信。同樣，教宗們要求法國天主

教接受民主政府，不盼望國主能回來。在倫敦，樞機主教幫助

工人和政府處理一個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他可以這樣做，因為

很多工人是天主教的教友，而政府反而不是。在美國，天主教

同樣發現新移民中，天主教教友比例非常高，使得教會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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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他們說話。因此，教會慢慢離開她封閉的方舟，在第二屆

梵蒂岡大公會議才真開放教會。

這並不是說，教會不尊重殉道者或不把與主同苦當作一個

理想，但是教會更承認她有責任為窮人呼籲'為受迫害、被判

死刑、經過酷刑的人站起來。在這些人身上，教會看到耶穌自

己，因此教會認為她不能像門徒跑走或偷偷在外面聆聽，教會

必須為受迫害的主辯護。

今日天主教討論人權的時候，特別強調生命與宗教自由兩

種權利，兩者都是耶穌白己所面對的問題。 2007 年 8 月 29 日

《梵蒂岡英文週刊》有一篇文章，討論今日亞洲教會所面臨的

倫理挑戰，作者為輔仁大學榮譽博士韓弘淳教授2 。本文開頭討
論生命權，提出兩點:墮胎，特別選男性胎兒現象，及胚胎幹

細胞研究。韓教授認為，教會反對所有違背生命的行為都不行:

「要強調人格尊嚴應受尊敬，因此應該保護及推動人

權。在發展的每階段中，從懷孕到自然死，人格尊嚴必須

受到係護。『人的不可侵犯性，反映天主的絕對不可侵犯

性，其基本與優先表達方式，就是人生的不可侵犯.lI (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友的8) 0 J 

在結論中，他也提到韓國天主教與其他宗教推動反對墮胎

簽名活動及反對死刑簽名活動。韓教授用梵二《論教會在現代

世界牧職憲章》第 27 號提出貶抑人格的各種行為，包括生命

權、工作及生活環境權等。他視宗教自由為人權結構的基石，

2 韓弘淳 Han Hong-Soon, Thomas,“Moral Challenges and the Church 

in Asia Today," L 'osservatore romano , No. 2008 (29 August 200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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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討論腐敗，認為腐敗降低個人與社會道德，帶來貧窮及

環境污染3 。

雖然與本文題且不完全符合，但韓教授提到韓國教會如何

面對韓國科學家使用胚胎幹細胞進行研究，值得參考。首爾宗

教區別05 年建立「生命委員會 J '推動大人幹細胞研究來代替

科學家的胚胎幹細胞研究，打算請每教友每天捐韓幣 100 元(美

金 0.1 元) ，由 2007 年起每年本委員會要給「生命奧蹟獎」、韓

幣 300，000，000 元(美金 300，000 元)。由此可見，韓國教會不盡

了解天主教人權思想，但也盡量實踐。

結論

本大會的題目有「生活品質」四個字。如何確定這個辭的

意思，本人非常不清楚。不過，相信一個尊重人權的生活必定

比一個不尊重人權的生活更有「品質」。雖然本文把重點放在

耶穌的苦難，但是目的是幫助我們了解今日受到人權剝奪的

人，從信仰角度來看，就是耶穌基督。一個虐待耶穌的社會品

質一定比較低。因此要看一個社會的品質，必須看它如何對待

邊緣的窮人、遺棄的難民和錯判的囚「犯 J '只有對待他們如

同我們要對待主耶穌一樣，才能算有品質的社會。

3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 27 號: r ......各種殺人罪、屠
城滅種、墮胎、用藥物催人安死及惡意自殺等危害生命的惡行;

損害肢體完整、虐待身體及心靈的酷刑、企圖迫害人心等侵犯人

格完整的惡行;非人的生活條件、任意拘留及放逐、奴役、婚淫、

婦女及幼童買賣等貶抑人格尊嚴的惡行;將工人只視作賺取利潤

的工具，而不以擁有自由及責任感的人待承之侮辱人格的工作條

件。這一切及其他類似的種種都是可恥的、有辱文明的罪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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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的建立與和解

從天主教社會思想看兩岸關係

魏明德 l

本文作者從「正義」與「和平」這兩大充滿矛盾、甚

至痛苦的教會社會思想原則出發，試圖從「爭端解決」的

學說，來思考兩岸關係中 r 和平」的概念，值得兩岸教會

及政治人物深思。

前言

教會的社會思想建立在兩大原則上: r 正義」與「和平 J ' 

同時並不斷思考兩者間充滿矛盾、甚至痛苦的關係。

「和平不是單指沒有戰爭，也不只限於係證敵對雙方

武力土的均衡。如無對人們財產的保護、人與人之交流、

對民族和個人的尊嚴的尊重、弟兄情誼的經常實施，和平

不可能在人間實現。和平是『秩序的和諧』。和平是正義

的工程。愛德的成呆。 J (天主教教理 2304 ) 

這份研究將以此為主軸，試圖從「爭端解決」的學說，來

思考兩岸關係中「和平」的概念。本文第二部分則將擴大對和

解整體問題的思考範圈，試圖形塑出屬於台灣的「和平文化」。

1 本文作者:魏明德，法國籍耶穌會神父，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

輔仁大學神學碩士，現任台北利氏學社主任， ((人篇論辯月刊》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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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其將這些思考看作政治層面的討論，或是探討台

灣的現況，還不如視為一位來自歐洲的學者，運用比較性觀點

所進行的一項研究。

壹、兩岸關係與和解策略

近年來，中國以強大經濟力和在戰略上的急速表態，已經

使國際現況產生巨大變動，也改變了中國與其主要關係對象之

間的權力消長。如此新情勢，對安定及發展一向活躍的亞洲地

區確實有所幫助;中國也常強調自己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是

正面和「寬厚」角色。但事實上，這股強大勢力也無法避免地

引發了緊張情勢。世界各國經常質疑:中國將會走到什麼地步?

這問題的範疇，將同時包含了地理、政策及經濟三方面。

中國似乎也曾自問:要如何來運用此新權力?要以什麼方

法來重新定位自身認同及影響力，甚至是國土的「界線 J ?但

這些問題所須探討的範圍太過廣泛，這裡我們將僅偏重於中國

與台灣之間的棘手關係。隨著中國強權以及台灣認同意識的表

態，這場年代久遠的對抗如今已有了新輪廓;而深入分析海峽

兩岸關係'同時也將對今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所要表現的角色

與認同，提供某種獨特看法。

在世界新秩序下，國與國之間欲從敵對狀態進展到互相宣

戰的地步，絕對是輕而易舉的。因此，中國與台灣之間五十多

年來的紛爭及曖昧不清的關係，雙方避免紛爭所運用的方法及

藝術，確有其深入探討之價值。

但為何特別強調紛爭的解決之道，也就是和平建構( peace 

building) ?至少有三項理由:

首先，近十年來，無論在中國或台灣，都可觀察到雙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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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上的瞬息萬變。近年來也不乏相關研

究，如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之著作: <<台灣一中國:將

會啟動戰爭? ))中所說，近年來的種種轉變足以影響雙方政治

型態，並增加武裝衝突的危險性2 。我試圖從中歸納出幾項重

點，來讓大家進一步了解，特別從 2000 年 3 月陳水扁當選總統

以來，海峽兩岸問日趨活躍的關係為著眼點。

第二，在未來幾年中，將有不少重要事件即將到來，在此

之前，不妨先看清時勢，以便有能力對未來變化作出正確抉擇。

如 2008 年台灣總統大選、同一年在北京舉行奧運、中國與台灣

之間可能隨時再度開啟對談、北京領導高層的異動、區域性與

世界性戰略的重新安排，都將會對關係國本身，甚至是整個國

際間的決策和分析產生重大影響。

最後，中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雖然尚無法從中汲取教訓，

但實際上已形成了一項值得注意的研究範例。超過五十年的時

間，兩岸關係在險象環生與錯綜複雜的情況下仍能避開紛爭，

實在是一門引人入勝的藝術。不僅如此，兩岸之間的持續演變，

或許在未來更將成為解決紛爭的最佳示範。但尤須謹慎小心的

是:在解決紛爭的過程中，反而可能成為雙方紛爭期中最敏感

的階段一整個中東及近東近代史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法

國學界對有關和平解決紛爭這方面的研究不多，尤其是針對為

平和雙方緊繃情勢及開啟建設性對話而展開外力介入的討論，

更是屈指可數。 1989 年以來，世界次序出現重組，也激發了不

少足以解決紛爭的新紀律，我不企圖將此理論化，只希望能以

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中國與

2 Paris , Economic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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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間的往來，足以成為各方面的研究範例，特別對世界上

其他有相似難題的國家來說，兩方超過半世紀的互動經驗無疑

已成為最佳借鏡。

從「和平岫起」到「和平建構」

中國和台灣，都正面臨著尋求認同的難題，在此情況下，

還能建構和平嗎?審慎地說，答案是肯定的。這回答不僅表示

衝突並非完全無法避免，也表示我們相信至少在中期之內無任

何可預見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仍將可能度過難關。我們相信，

當事者之間的協議都可合理地提出並加以拓展。如此說來，比

較解決紛爭與持久性和平建構兩者間的各項條件，除了可提供

作為分析工作上的素材，也可充分配合中國一台灣關係的進

展，進一步成為可利用的工其。

話說回來，如此艱辛的和平建構工程談何容易!大大小小

的衝突、隨時會失控的困境、和平的發展，這些都僅是合理範

圈中的選項。中國一台灣的未來關係無人知曉;它的命運將主

要取決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兩個社會內部及民意的轉

變、分析家和決策者的介入，以及外界第三國所扮演的角色等

因素3 。

中國一台灣衝突的解決必須先了解其明確的進展、衝突的

3 在分析中加入了 Intemational Crisis Group 於 2003 年 6 月的一篇文
章所提: r 紛爭之當事者、他們的夥伴以及國際社會大體上應根

據過去十年在紛爭上的積極轉變來重新檢視現存的政治，這些轉

變使得種種實際上的努力得以推動來過止並減低緊張情勢。」

Intemational Crisis Group,“Taiwan Strait 1: What' s left of ‘One 

China'?", ISG Asia Report, n0 53, 6 June 2003 ,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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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甚至還得根據能夠奇蹟似地滿足當事者雙方的預設性制

度內容來了解。至於是何種制度方案可達成協議，任誰也無法

事先知悉一基本上，要如何運用也會依周遭不明確的氛圍而

定。未來的協議內容也最好不要明訂細節，真有靈活性才能隨

著時間而演變。最重要的還是開創一套充滿自我動力的程序，

而非只為了創造出精巧周密的司法方案。

顯然地，絕大多數的爭論仍屬於辭意與象徵性的範間內。

深入中國一台灣雙方的日常紛爭中，便會驚訝於此象徵性意義

所形成之負擔;而不斷重複發生的事件，的確總在尋求自身認

同與民族塑造過程中打轉4 。正是這樣的負擔，造成了問題的棘

手性，並具一觸即發的潛能。

以合理推斷看來，北京應已放棄未來將對台灣行使如同香

港、澳門模式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控制權。到目前為止，北京

政府將會繼續提議「一國兩制」模式，但這並不代表北京將在

象徵性或形式上的主權問題讓步:台灣仍列入「一個中國」範

疇內，外交代表權仍屬北京。這問題比起其他其體利益更具決

定性。

從其他角度來看，台灣投資者提供資金與技術，而中國則

提供豐富且價廉的人力，雙方所形成的角色分配，以目前來說

對大陸較為有利，但這卻是因為仍存在著決定法律體系和區別

社會觀念的國家界限才得以發生5 。台灣人在這方面顯然有較多

4 r 台灣事實上已停止創造出民族的概念，而越來越常採用中國傳統

土以血緣達繫和文化傳承為基礎所給予的詮釋。 J Françoise 

Mengin, Trajectoires chinois白， op. cit., p.125. 

5FrarlFOIEEMEIIEIII&Jean-LOUIS Rocca(dlr.), Politics in China, 

Moving Frontie悶，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23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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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他們尋求調節性的經濟整合，並加以規定形式化，在允

許的投資額中確保資金回流。然而，大多數台灣民眾似乎也不

準備在國家主權象徵上讓步。「中華民國」稱號並非是虛構的

民族主義中國，而是具有充分行使權的國家，也稱作台灣或是

福爾摩沙。人們也逐漸重視使用國家象徵物(國旗、國歌、國家銀

行發行的紙鈔錢幣、護照、國家例假日、教科書.... )來作為對認同、

主權及自身命運的聲明6 。

在此情勢下，將由誰來建構和平?答案是兩地人民將會成

為最後的主角。日積月累的相互影響是彼此在感受、理解或誤

解、共識上有所調整的主要決定因素。但可惰的是，這些影響

至今大多只停留在單向交流。目前最大的流通仍限於被公司派

駐到大陸或是尋求個人利益的台灣人，這些人停留的時間不

定，且多數聚集在中國南部一帶。然而，也開始有一些(為數不

多但有增加趨勢)長期甚至永久從台灣遷移到中國的移民(此意圖

尚待未來加以證實)。原籍大陸的台灣人回到故鄉或與家庭重聚的

情形越來越少見，未來更將因世代更送而逐漸消失7 。台灣學生

到大陸求學的人數毫無疑問地會慢慢增加，也期望台灣年輕人

以教育或人道目的，深入前往到大陸的窮鄉僻壤(台灣未多加運

6 見 Stéphane Corcuff,“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National Identity under Lee Teng-hui", Stéphane 

Corcuff (ed.). ,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 Armonk (N. Y.), M.E. Sha中巴， 2002 ，

pp.73-100 。同時參閱 Mark Landler,“As Beijing eases up, Taipei 

presses its separate identity", IHT, 8 March 2002, p.l & 7. 
7 此現象已部分被兩岸間的通婚所取代。而根據以下顯然並不完整

的統計數字，得知自 1987 至 2000 年間兩岸通婚件數共計十二萬

件。原籍大陸的配偶居留台灣的限制仍十分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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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類交流似乎有些可惜，雖曾幾次在公開言論中提到，卻從未見具體鼓勵

行動)。至於旅遊業，是一項雖使關係接近但卻頗為敏感的因

素，主要是當地人對觀光客的印象通常不會比商人來得好。反

向交流方面，到台灣的大陸專業人士及觀光客逐漸增多，但對

領域類別及安全上的要求都仍維持嚴格限制。最終，仍屬非物

質上的交流(網際網路、出版品內容、視聽產物、音樂...... )才是使心

靈與溝通更實際靠近的要素。

若要開啟具建設性的對話，首先須借助強而有力的執政團

隊來推動程序，絕不因內部反對勢力所產生的失控場面而有所

遲疑，一開始可能需要在言詞上有某種程度的讓步，對話才能

順利進行，接著則須以不需言明的政治妥協為基礎來推動海空

直航。一且會談展開後，則應該更加謹慎，預防對話陷入困境

後所引發的緊張情勢。 90 年代便曾發生過兩次類似情形( 1995 

年及 1999 年) ，新加坡會談一開始所進行的敏感基礎前提一即一

個中國原則的「真假九三共識 J '這模稜兩可的說法至今仍爭

論不休。

外界介入者僅能間接地支持展開對話的進程，當對話開始

後，他們也只能低調地跟隨程序走。美國在這方面的角色扮演

上，即顯得有些敏感。當然，美國藉由自身所擁有的制止力，

仍是避免衝突升起的主要力量，但也不免懷疑美國是否真能獨

立支持並促成北京一台北之間實質及長久和平的協議。美國在

亞太地區對眾多利益、戰略所負之沉重責任，以及和台灣安全

方面的緊密關係，都讓美國在實際操控上，總是牽一髮而動全

身、處處受限。看得出來，比起其他國家，美國其實在處理台

灣問題的態度上，都更是不可知論者。即使美國部分民意潮流

認為保持海峽兩岸維持現狀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圍堵中國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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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看法主要來自於一部分台灣政界人士及軍方，但大多數的

美國領導人仍認定他們並不需要台灣來維持亞太地區的軍力平

衡優勢8 。這一派人士中，甚至出現越來越多的聲音傾向擺脫台

灣障礙，以便能像歐洲一樣與中國充分地發展經濟與政治上的

關係。尤其是，中國政治體制封閉的複雜性，台北方面又為了

自身利益把強大的美國軍力工具化，加上華盛頓在此地區的戰

略與軍事影響力，以及美國政治進程中對國家主權的概念仍相

當傳統，這些都是美國在積極參與解決中國一台灣衝突上的障

礙。

相對來看，即使歐洲無法扮演預防潛在衝突的角色，但卻

可以在和平建構( peace building )過程中，提供雖非主要卻實際的

貢獻，即是雙方當事者之「信心建造間接措施」。這項貢獻與

美國在此地區的利益與責任完全不相衝突。相反地，它具有穩

定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影響力之特性。因此，相對於美國方面

的行動，歐洲國家所提供的貢獻應被視為獨立、特殊且相輔相

成的。

對台灣而言，迎向和平所需突破的主要難關，是中國的各

項考慮和要求;對中國來說，則是台灣對中國及自身命運的觀

點。不僅是簡單的和解，更要使整體能繼續努力，直到找出共

同改造彼此的方法。此過程也意味著具象徵性的政泊、道德法

律，以及人民對未來憧憬的記憶三者問之不可分割性。這非但

提醒了當事者，也讓外界各個介入國明瞭'僅著眼於經濟及戰

略面並無法解決紛爭。至於最後真正的關鍵則是，要求直接或

8 Andrew Nathan,“What's Wrong with American Taiwa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鈔， 23(2), spring 2000, pp.99-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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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涉入者略為修正對夥伴或對手的固有看法，並轉變對自身

利益和期待的觀點。這項任務以最正規的說法來界定便是「和

平建構 J (peace-buildi月) ，而非「維持和平 J (peace-keeping) 或

「執行和平」 (peace-enfommentf之類的說法。

預防衝突的現代理論中，將「和平建構」界定為結構、關

係及文化這幾個方面的工作，並以此來共同決定假設衝突的性

質 10 。若從北京一台北關f系的例子來看，這項任務的推行主要

將以制度、第體記值的表現和對「國家主權』在社會心理層面

之理解等方面為優先考量。

絕無人敢聲稱啟動和平協商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也千萬不

可得意忘形地相信衝突的動機會自然而然地消失。持續朝向促

成協商解決方案的目標努力，如此一來，將至少存在著允許調

解之可能性，因為直到今天，不確定性的危機仍可能在任何情

況下碎然而來。

同時，儘管雙方當事者都背負著歷史記憶的負擔及民族塑

造進程的困難，現實狀況中也不斷有緊張情勢及挑釁舉動出

現，但仍然不放棄進行尋求對策，這點非但值得注意，也讓國

際社會敬佩。整體而言，這不僅僅在「教導」中國和台灣如何

解決所面臨的衝突，所有人也都正在向他們學習。於是，公開

認可中國和台灣長期以來所表現的克制力與想像力，同時坦然

接受現實情況仍潛藏著一觸即發的危機，也必須承認今日中華

9 r 執行和平」指經由第三者在當事者之間進行干預，可以是雙方所
同意或是強制性的。

10 可參考如J. Galtun皂，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 London, Sage, 1996; 

Hugh Miali , Oliver Ramsbotham, & Tom Woodhouse, Contemporary 

Conflict Resolution ,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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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對建立更加公正與穩定的國際秩序所展開的貢獻，如此這

般，無疑已經使海峽兩岸關係有了和平之轉變。

貳、和解與和平的文化

一般而言， r 和平」是社會與個人極為渴望的價值，在台

灣，卻極為脆弱又飽受威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台灣社會

很少為發展和平、堅定和平這麼珍貴的價值展開辯論。台灣人

民多憂慮危及和平的威脅，卻流於宿命的觀點，似乎鮮少人真

正間自己「如何對局勢做一己的貢獻」。此外，有少數人似乎

很清楚地瞭解，除了武力均衡外， r和平」取決於社會與個人

的價值，從而豐富之。當大家談論到兩岸關係，問題馬上被帶

到戰略的角度，而試圖建立真正互信的氛圍，常被認為毫無意

義。台灣與大陸闊的軍事競賽被視為不可避免，對這個現象提

出質疑的公開討論也不多見。在台灣，先後提出「生命共同體」、

「心靈改革 J '但是很少人能說明真正具體的內容，其意圖只

流於泛道德的口號，無法從批判反省的角度透視台灣社會暴力

的根源所在。

就文化層面而言，似乎對建立和平也沒有做出正面而積極

的貢獻。綜觀台灣的小說、電影與漫畫，主角多有好鬥的本性，

而其不妥協的態度受到讚揚。對於和平文化的扎根，如此樹立

榜樣，給年輕人的影響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真是憾事一件。令

人遺憾的是，並非台灣充斥著鼓吹暴力的文化模式，而是在台

灣欠缺具有正面價值、豐富的文化模式，也就是欠缺有利於建

立和平的創造性態度。福音上記載: r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承受土地 J '但台灣的主流模式卻是: r 溫柔的人不幸

了，因為他們要受暴力欺壓」。誠然，這是全人類共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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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態度被提問與被批判的程度，卻沒有受到同等的重

視，台灣人民無法瞭解為何溫柔的人是有福的，為何溫柔的人

會掌管土地。

我們正是立於文化面提出反省的。褔音同一篇章也記載: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被稱為天主的子女」。這

句話最重要的字應該是「締造和平 J '因為這裡強調和平是需

要創造的，從來不是一件早已存在的本質，而是需要去想像、

去打造的事實。和平不只是保護得來的，還需要創造。個人認

為，台灣建立和平文化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尚未將和平文化列

入創造的領域。人人渴望和平，但是和平文化的內容卻頗為貧

瘖，對建立和平文化的反省也不多見。事實上，在台灣談論和

平的態度，歸納起來有以下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基於戰略的考量。重武會帶來和平:比方建

造軍機、採取嚴刑峻法以降低犯罪等。對於過度武裝的政策，

幾乎很少遭到質疑。雜誌上以特刊報導新型武器，有如介紹好

玩的玩其一般。同樣地，人們似乎很少質疑死刑的判決。當然，

美國也像台灣一樣，繼續沿用死刑，然而歐洲國家早已廢除。

援用死刑真的會降低社會暴力事件，還是適得其反，實在值得

觀察。在台灣，似乎僅有少數人明瞭'以暴抑暴只會徒增暴力

的道理。

第二個對和平的論述很抽象，流於道德割i示。和平就像有

人常講的「報 J '有如做好事有好報，和平是對好人的獎賞，

是對以前的所作所為給予的回報。在此前提下，大家無法以人

類全體的角度、用理性、用感性、用與他人建立新關係的方式、

透過語言來看待和平。因此，當我們談論到兩岸關係時，或是

更常談到的，軍備武器的建造，我們必須超越兩個對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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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過度置武毫不以為意的競賽心態，男外一個則是純理想

主義者的非暴力的心態。我們應該間的問題是: r購買武器是

唯一獲得和平的方式嗎? J r 如呆購買武器是必要的，還需要

哪些正面的政策加以配合? J r 有沒有方式讓國防採購軍事武

器的過程更加透明化，以更鳥民主的方式，讓社會整體都認為

對國防安全都感到身負重任? J 簡言之，我們必須超越純戰略

說詞與純教條言論的對立。

台灣社會若要超越「和」與「仇」的輪轉浮沉，發展長久

的文化，就必須先從「公道」談起。在此以基督徒的角度，談

論有助於公道的三個觀念。然而，討論人文發展，信仰是其中

一個角度。眼光是光明的比喻，它象徵看清楚全世界的方位。

眼光有可能是盲目的，每個人有自己的眼光，討論公道重視眼

光的交換，聆聽從對方的眼光說出的話，彼此才有溝通的可能

性。

一、建立公道的基本概念

首先，基督宗教裡有三個概念，對談論公道有非常重要的

眼光。第一個是盟約的觀念， Contract 或 Alliance 的意思'這

是基督宗教的觀念，但也是每一個宗教的觀念，因為宗教重視

人與神之間的關係。若原本不是信徒，不管進入哪一個宗教後，

若要重視修行，我與神的關係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關係。但是，

一且發現我與別人之間的關係不公平或是出問題的話，我與神

之間的關係也會有問題。所以，盟約除了代表人與神之間的關

係之外，也象徵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討

論公道的基礎。這裡舉一個例子，有人說，若了解舊約裡安息

日，休息一天來崇拜天主的意義，我們就會瞭解以色列人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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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之間的關係:

「當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遵守安息日，奉為聖

日。六天你當勞作，做你一切的工作;第七天是上主你天

主的安息日，你和你的子女、僕啤、牛驢、你所有的牲畜，

以及住在你域內的外方人，都不應做任何工作，好使你的

僕啤能和你一樣獲得安息。你應記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

過奴隸，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仲展的臂，將你從那

里領出來;為此，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守安息日。」
(中五 12-15 ) 

崇拜天主是做一種解放的工作，讓牛休息，原來當了奴隸

要被解放，不要讓別人當奴隸。聖經裡的觀念有全世界的理想，

每個人選擇自己休息的方式。若討論到社會公道的話，就是留

下一個思考休息的空間，無論討論人與神或是人與人之間的觀

念，主要的觀念是建立的過程，盟約是建立一個團體的方式，

建立共同的生活，重要的是過程，建立的過程，公道可能不是

討論過去，公道一開始是沒有內容的，要透過盟約、透過討論

漸漸被建立而成。

第二個重要的觀念是語言。所有的關係要透過語言，透過

對話，如果沒有語言，就無法建立一個國家，因為無法溝通。

討論政治團體，字彙占了很重要的一環。有人認為政治與經濟

相關，與社會相關，或與文化相闕，事實上，語言是最基本的

問題。如果沒有語言，無法建立一個政治團體，無法交換語言

就無法成立政治團體。討論首要重視字彙。國家政客所犯最大

的罪在哪裡?可能不是腐敗、不是動粗，而是政客所說的空話、

謊話，他們讓大眾認為語言是沒有價值的。然而，如果沒有共

同的語言，無法讓我們建立共識。如果要建立公道，必須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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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語言來自誠懇的態度，來自大家對語言的

重視。因此，公道一開始並不是具體的事物，不是收入或薪水，

也不是社會制度，公道是來自我們對語言的態度。

第三個重要的觀念是暴力。暴力的觀念在聖經有其矛盾之

處，聖經是面對暴力的一本書。暴力的方式有很多，我們可能

會認為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打群架、互打耳光，這種明顯的暴力，

是很嚴重的暴力。但是，如果政客說空話，老是說一些自己做

不到的事，如此一來，就沒有信任，就沒有建立公道的基礎。

有些有權利的人，他們的暴力看起來很溫柔，事實上他們對社

會帶來的壞影響更大。我們要注意暴力裡的語言，通常表達了

一個希望，或是一個態度，一且沒有別的管道表達，暴力便成

為一種表達的方式。因此，暴力裡有語言;反之亦然，語言裡

也可見暴力。所以，我們不可以輕言斷定暴力的輕重。一個文

化觀察者所要做的，就是要分析暴力最嚴肅的層面。而且，最

重要的，是要懂得去聆聽暴力的表達方式，聆聽所有人的希望，

以及他們的需要。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全然免於暴力，有的社會

的暴力很明顯可以看出，有的則相反。如果可以清楚看出，反

而問題較容易解決。所謂建立公道，必須透過暴力，從面對暴

力的態度開始，而且要主動的面對暴力、了解暴力、分析暴力

的態度。

以上是有關公道的三個基本觀念，接著就如何建立公道為

基礎的社會，作一個說明。

二、公道與和解

怎樣建立公道?建立公道，理論與道德並非唯一的角度。

很多人認為:如果沒有做壞事，不害人，就盡了市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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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似乎是不夠的。也有人認為，只要家庭和樂，社會就會平

安;但事實上，除了個人與家庭之外，社會上還有其他的團體，

過於強調家庭的重要性，有時無法真正面對社會的問題。一個

平安的社會，當然需要平安的家庭，但是組成一個社會的元素

有很多，如果每個人重視的只是自己的家庭，這樣無法建立一

個公道的社會。所以，有的人可能認為，如果自己潔身自愛，

不做壞事，就對社會做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這並不夠，因為信

仰是一個眼光，他們還必須負起關心社會、分析社會問題，以

及參與全社會的一個責任。建立一個團體，要透過大家對共同

的事情一起參與。建立公道的唯一方式，乃在一個國家的人能

夠表達討論、決定有關他們將來的計劃。沒有參與感，就沒有

公道;沒有參與感，就沒有創造。沒有創造，何論未來?

何者為建立團體的最佳模式?是混亂的模式?還是和諧的

模式?事實上，社會上沒有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式，但並不是說

沒有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式，我們就喪氣停滯，事實上，反而應

該去創造，創造一個我們未曾想到的社會。因此，我們在此建

議的模式為「和解」的模式。建立「和解」的社會模式，並非

純然抽象，有如建造大樓也需要有藍圖，所謂的藍圖，正是公

道。沒有公道，就沒有社會。公道的基礎是聆聽。透過聆聽，

讓大家表達希望與痛苦，達到一個共同的公道觀念，這正是和

解的基石。

若要建立和解的社會模式，台灣尚欠缺那些價值?

今日台灣某些上位者常講「心靈改革 J '但是對「心靈生

活」的觀念卻十分貧乏。個人的心靈改革不在於聽從教條，而

在於重新找到自己的本性，發展內在的自由。心靈的發展是一

條充滿冒險與熱情的道路，是一條永遠無法回到過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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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促使我們不斷從事新的冒險，找到自己的根源與方向。同樣

的道理，在社會上，真正的心靈改革也不是要接受來白領導階

層的指示，而在於聆聽常被忽略的聲音，這樣一來，會讓整個

社會更意識到本身的多元性、不公與謊言。

依台灣的情況來看，政治層面與心靈層面應致力發展的方

向，在於以和解為內涵的和平文化的建立。和平文化樹立一個

價值觀，促使所有的對話者自然而然去瞭解彼此，同時兼顧每

一份子的地位與期望。如果我們能超越目前台灣社會關係中的

冷漠、猜疑與暴力，台灣的未來就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

我們任憑冷漠、猜疑與暴力控制自己的生活，宿命論的想法就

會比創造的意志力甚囂塵上。

公道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觀念上，而在於承認對方的價

值，主動去聆聽，讓團體中的每一份子說出各自的需求與希望。

台灣必須重視言的教育，重視長期的計劃。社會團體的建立要

透過不斷的奮鬥與和解，我們必須共同建立一個社會，建立的

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結論

隨著金融風暴襲捲東南亞時，暴力的局勢與行為也以同等

比例增高。在印尼引發對抗華人，特別是婦女的暴力事件，層

出不窮。不論在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國家，失業率增高常伴隨著

綁票、小偷、強盜等犯罪率的上揚。相對之下，台灣的經濟發

展並沒有經歷衰退的危機，然而，卻任憑「暴力」與「復仇」

的因子，而非和解的力量，來主導文化的走向。每當台灣社會

出現新的新聞案件，諸如綁架、建築商的不肯導致房舍倒塌事

件、青少年彼此尋仇相殺、考試舞弊、公家機關的貪污醜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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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台灣社會似乎還是不太知道要如何因應。每隔一陣子，我

們會不斷聽到怒吼之聲，媒體、政治人物或是記者報導裡，不

斷的聽伐之聲，高喊檢討改進，之後一切似乎回歸平靜，直到

下一次新的社會事件發生。換言之，社會事件的爆發無法有益

地幫助整體的社會反省，對於滋養一個市民社會，並沒有產生

正面的效應。我們很少聽到以下這樣的提問:

我們是否可以在社區、鄉里、學校，建立對話的體系，

讓無法發聲的群眾表達他們的恐懼、挫折與憂心?

是否應該改革法律，讓記者對行政機關、警政機關及政

治人物能更自由的報導，而不用擔心官司續身?

政治領袖或是執文化界牛耳的人士，是否在必要時能夠

冒險與他人和解，以告訴世人和解是有可能的?

是否有辦法結合各民間機關共同建立一個長期的計劃，

為台灣社會的和平與穩定而努力，而非定期宣示朝令夕

改、不具長期眼光的改革計劃?

社會改革是否應該經由與基層體系的連繫、聽取民意而

進行，而不是在官府秘密臨釀?

是否應該認真為對從政有興趣的年輕人舉辦暑期營，以

讓他們能夠熟悉不同國家的政治體系與從政行為，而不

是任憑黑道與暴力充斥?

是否能創造地方性的政治參與生活，讓社會每一份子能

夠參與，而不須擔心政治候選人之所以汲汲營營於權

力，是為掌權以貪錢?

一個社會的健康指數難道不是從地方機構的活力看出來

的嗎?

這只是些簡單的提間，然而我們必須嚴謹視之，因為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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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一個社會對暴力的防禦能力，也是要回答以上相同的問題。

和平文化的模式，內涵簡述如下:

1.真正的和平必須先承認暴力，才能面對暴力，瞭解暴力，

繼而才能明瞭最明顯的暴力往往不是最具殺傷力的。換言

之，真正的和平必須透視暴力與不義之間的掛勾。在開創

正義的同時，也必須明瞭要透過衝突，方能獲得和平。

2. 因此，和解比和平來得深入。當和平只是會窒息暴力的怒

聲，這就不是真正的和平。當我們正視暴力，正視我們所

忍受的暴力，以及我們讓他人所忍受的暴力，儘管衝突仍

在，如果雙方還希望能再共同創造未來，社會和解的工程

已然啟動，這將是長而久遠的工程。

3. 和解，才是和平文化的真正內洒，也是較和諧而且更深一

層的概念。和解接受差異、說話、不一致。講求和諧易陷

入為和而和的困境，但事實上，過程比目的更為重要，換

言之，討論、寬恕、重新開始的可能，較一味求和諧顯得

更為重要。

4. 和平文化是開創性的文化。它深知沒有一個完美的社會模

式，但是卻有「充滿活力」的社會模式，給予社會公民希

望與能量，讓大眾能夠嘗試以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筆者願在此強調，此般創造性的文化、持續和解的工程，

正是台灣社會最為需要的文化環境。重點在於推廣和平文化的

價值，給予和平一個其體的藍圖，並非被囚禁在過於抽象的道

德訓示，而要告訴大眾，這是建立一個更自由、更幸福、更活

躍的社會所需的價值。這也是台灣必須完成的使命，不僅是為

了台灣本身，同時也對整個東亞具有啟發性的作用。台灣經歷

了經濟奇蹟光環的照耀，下一個值得台灣驕傲的，將是和平文

化洗禮的社會人文奇蹟。



民主真訝的反是

天主教社會訓導的觀點

梁錦文 l

本文作者以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作為基礎，

尋求出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礎:亦即以天主教會社會訓導的

立場，對民主政治作更為深入的反思。因為民主政治的特

質分別是:主權在民、責任政治以及多數治理等原則，因

此作者一一加以剖析。

前 5

民主政治是目前最為適合人類的政治治理方式。然而在過

去將近五百年的經驗中，民主分別在主權在民、責任政府與多

數治理三項主要的要素內，都出現了負面的因素，讓民主政治

似乎不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反而是「吃人的工

具」

為了這些負面的因素，筆者追溯到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礎，

發現民主這一概念本身藏著弔詭的矛盾。在西方觀念的民主國

家中，民主政治似乎是選舉、遊行、抗議等;在共產主義國家

中，民主則似乎是「齊頭式平等」的強制性社會資源分配。這

l 本文作者:梁錦文，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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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弔詭的矛盾，其優點在於能吸引不同立場的人民，一致地擁

護民主政治;但相對的缺點便是它沒法真正地、可以滿足不同

立場人民的需求。

這種弔詭式的矛盾，如果要從民主政治本身去尋找，則只

能徒呼奈何，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它當中尋找到解決的方

式。因為它真正解決的方式，便是外於民主政治、由天主冒意

衍生出來的道德律。

是故，本文以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作為基礎，尋

求出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礎，這些基礎也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諦。

2007~2008 年，世界各地都似乎被選舉所籠罩。牟牟大者

包括在台灣東北的經濟大國日本，於 2007 年 9 月 4 日舉行了眾

議院議員的選舉，導致安倍晉三下野，福田康夫( Yasuo Fl的da)

出任新任首相;而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也在 2007 年 6 月因黨魁

易人，前任首相布萊爾下台，改由布朗 (Gorden Brown) 出任首

相。在台灣， 2008 年是我國選舉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

為第七屆立法委員以及第十二屆總統將會在元月及三月分別誕

生2 。而美國也將在 2008 年 1 月舉行總統大選。這些國內外新
聞也促使台灣的媒體將選舉視為十分重要的事件，來加以報

導。尤其台灣在 1986 年解嚴後的二十年政治發展的趨勢，更使

這二十年來整個台灣都將選舉視為民主政治的同義詞。而許多

原本致力於民主政治的人士，也以為只要辦理選舉事務，便等

於是致力於民主。

2 資料引自(中央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本新聞稿收於

http://www.cec.gov.仇，v/fi1esl/20070808161655_960808.doc ' 2007 年

10 月 6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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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2006 年越南共產黨召開第十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2007 年又選舉出第十二屆國會，在這兩次的會議中，也分別選

出其新一代的領導人3; 而中國大陸也於 2007 年 10 月中旬在北
京召開，亦選出未來領導中國大陸的人士4 。

吾人也知道，共產主義國家也認為他們都是實行民主政

治，但西方國家的觀點總認為他們不是實行民主政治。這是否

表示民主本身有某些弔詭之處，正如有許多思想家都提及的，

民主中的「自由」與「平等」便是一項弔詭，因為這二者似乎

是不能並存的理念。西方圓家所強調的「民主 J '其實是強調

了「自由 J '尤其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自由 J '相對

而言，共產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 J '似乎是更為強調「平

等」方面的「民主」。

3 VNA: “1,176 de1egates attend Tenth Pa此y Congress", Nhân Dân, in 

http://www.nhandan.com.vn/english/news/180406/ domestic一1000.htm

(間， April , 2006) ;十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與中

央檢察委員會之委員名單及其職務，請參閱 Ðàng CQng Sàn Vi~t 

Nam: “Danh sách Ban Châp hành Trung uang Ðàng khoá X", in Bào 

Ði~n T白 Ðàng CQng Sàn Vi~t Nam, 

http://www.cpv.org.vn/details.asp?topic= 1 05&subtopic=211 &leader _ t 

opic=505&id=BT2440459898 (Ngày 25-04-2006 ) , Ðàng CQng Sàn 

Vi~tNam: “Danh sách BQ Chính 仕i， Ban Bí th汀， Uy ban Kiêm tra 

Khoá X", in Bào Ði~n T白 Ðàng CQng Sàn Vi~t Nam, 

http://www.cpv.org.vn/detai1s.asp?topic=1 05&subtopic=211 &leader _ t 

opic=505&id=BT2540635207 (Ngày 25-04-2006 )。

4 新華社: (十七大在京開幕，胡錦濤報告，吳邦國主持) <<中國
政府網網>> '收在 http://www.gov.cn/ztz11l 7da/ (2007 年 10 月 16 f:I) ; 

有關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以後的新領導層，參閣中國共產黨網站:

http://news.xinhuanet.comlziliao/2004-11/24/content_22557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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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主真的是「選舉」那麼簡單嗎? r 民主」的真諦

到底是甚麼?一般而言，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則分別為:主權在

民、責任政府、依法治理、多數決以及尊重少數。這些都是最

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則，然而在執行上是否有其問題?是否有所

偏差?抑或是甚麼條件未有盡善處?吾人在此也加以反省。

天主教會歷代之文獻，對於政治社群及相關議題都深有著

墨，也可將之視為天主教會對這些議題之立場。 2004 年教廷宗

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發表了《教會社會首"導彙編 >>5 ，其中第八
章整章都在討論(政治社會) ，尤其第 3 、 4 兩節，都在討論政

權與民主制度，正是天主教會對該等原則的立場;再加上分散

在 1996 年發表之《天主教教理》卷三，這些文獻都可視為目前

天主教會對民主政治的文獻6 。

職是之故，本文旨在以天主教會社會訓導的立場，對民主

政治作更為深入的反思。因為民主政治的特質分別是:主權在

民、責任政治以及多數治理等原則，因此吾人在本文中亦加以

一一剖析。

壹、主權在民

民主政治的第一項原則便是主權在民。天主教會認為， r 政

權之下的國民是具有主權的整體人民」 7 ，也就是「主權在民」

的原則。主權的觀念是 16 世紀的政治思想家布丹 (Jean Bodin) 

5 本文所用之版本，乃是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編，李懿貞、阮美賢
等譯，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試譯本(出版時士也不詳)。

6 本文所用之版本，乃是《天主教教理>> '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
會出版社(中國主教團) , 1996 年。

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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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的，他認為所謂「主權 J '就是「一個超越人類法、只屬

於神聖法與自然法的統治者。......它是共和政體既絕對也永久

的權力」 8 ，一般而言，主權的意義在於「對內最高權，對外獨

立平等 J '也就是在這個國家內，最高的權力之所在，便是主

權9 。主權的屬性包括了:最高權力、終極權力、效力之普遍性

以及獨立性10 。

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有云"，

「民主政制，由於能夠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

程，及保證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向他們負責的統治

者，並得在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故此獲得教會相當

高的評價。」

具有這些屬性的主權，在實際運作上可以由不同數量的人

去掌握。「主權在民」的主要原則，也就是「主權」的實際行

使者，不是在一個人或是少數人身上，而是在多數人身上。在

西方政治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維旦( Niccolo 

Machiavelli )以及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等人的著作中，往往將

政權作一個六分法，一方面是以一人、少數人與多數人統治而

SJean BOdin,Six Boob on the Republlc;JeanJacqlI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III , Chapter III 

9 Gabriel Almond, G. Bingham Powell, Jr川 Kaare Strom and Russell J 

Dalton ,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New York: 

Pearson & Longman, 2004), p.12 

10 PK: (主權) (Sovereignty) ，收在 David Miller 等編， <<布萊克
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 出版時地不詳) , 725-726 頁。

11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6 。



民主真諦的反思 97 

作標準，也就是說，由多數人去掌握「權力 f 便是民主政體12 。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分別以善( good) /惡( bad )、純

正( pure) /腐化( corrupted )、正規 (normal) /變態( abnormal) 

作為標準(參見下表)。

善/純正/正規 惡/腐化/變態

一人 君主政體 暴君政體

少數人 貴族政體 寡頭政體

多數人 民主政體 暴民政體

所謂民主政治，只是由多數人掌握主權的政治制度，但是

它的前提是符合善、純正、正規等，一且這個政權雖是由多數

人統治，然而它是由惡、腐化或變態作為標準，它只能算是一

個暴民政體，而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體。這也與天主教明白

表示的「政權必須遵照道德律的指引。它的一切尊嚴源於政權

是在倫理秩序的範疇中行使，並以天主作為它的主要來源和最

終結果」 l3 。從天主教的立場而言，也就是這些雖然由多數人

統治的政體，必須是要「遵守同一正義的法律 J '而這些法律

所構成的「秩序 J '是「除了天主之內便不會存在，脫離了天

主，它使必然瓦解 J '這些由天主意旨構成之秩序，也就是許

多政治思想家如柏拉圖、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及聖多瑪斯( St 

Thomas Aquinas )等人所謂的「自然法 J (Natural Law )或是「神聖

法 J (Divine Law )的概念。就算是「主權」一詞的創造者布丹，

l2Plato, ThE REpublic, Book VIII, Laws, Book III&IV;Aristotle呵
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VIII , Chapter 10; Politics, Book III & 

Chapter IV;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Chapter XIX. 
13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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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這些權力是「屬於自然法與神聖法」

只不過不少的思想家或學者在如何認定這些「自然法」時，

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自然法學派的學者固然認定「自然法」是

自外於宇宙萬物之外;但是如實證法學派，或是社會法學派的

思想家，卻完全反對有自外於宇宙的「自然法」的存在，所以

他們也不容主張由天主創造的「自然法 J '也根本沒有由天主

這些自然法所構成之「秩序」。這些思想家認為，不論法律、

秩序、甚至權力結構的分配，都是人民經過某種程序而訂定的，

也就是由人經過某種妥協( compromise )或合意( consent )而成。

此外，有些思想家，尤其是社會法學派的思想家，卻認為個人

的想法未必成為社會上的秩序或法律，但是如果有一個較多數

目的人民的想法相同，或是他們有某種程度的合意或妥協，這

就形成人類的法律與秩序，這些思想家是以這種由多數人民合

意的觀念，來取代自然法學派的自然法。

然而，這種眾口鎳金的形成法律或秩序，是否便是真理?

這便是民主政治中一個很弔詭的地方。民主政治之所以吸引

人，是因為人人都可以參與決策。這是民主政治的優點，重視

每個人的意見、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尊嚴。但是，這也只是屬於

平庸的「中人」的想法而已，問題是這些平庸「中人」的想法，

能理解天主的意冒者又有多少?有多少會合乎天理?這些「中

人」的想法，只不過是「以眾取勝 J '它們只是「相對的真理」。

究竟這些「相對的真理」與「絕對的真理」間有多少差距?便

是值得吾人再深入探討的。

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對此也有其見解14 • 

1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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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相對主義認為，並無客觀和普通條件足以正確

價值等級的基礎;教會社會會IJ 導，認鳥，這種想法實在是現

代社會民主的最大威脅。『時下一般人，傾向把不可知論

與懷疑相對論，作為哲學以及基本態度，並稱之為相應於

政治生命的民主形式。......該小心看清楚的是，如果沒有

終極真理去引導與指引政治活動，則思想和信念容易被權

力的理由所操縱。正如歷史所宣示那樣，沒有價值觀的民

主政治，終將淪為主:開或隱藏的椏權主義。.JJ J 

總之，吾人肯定「主權在民」的想法是要尊重每個人的基

本人格與權利，也尊重每個人的尊嚴，不要讓一個人或少數人

「剝削」或「壟斷」整個與眾人相闋的決策，這點是無庸置喙

的。然而，究竟多數人的決定是否又合乎天主的意旨，或是中

國人所謂之天理，則似乎二者仍有一些距離。

貳、責任政治

民主政治第三個特徵，便是責任政治。也就是說，人民間

然是主權的「所有人 J '但是主權的行使，並不是所有作為所

有人的人民全體去行使，因為這樣是不可能有實際執行的效

果，必須委託某些人去行使、去管理，也就是說要找出-些「經

理人」去行使這些主權，於是便產生政府。所以就民主政治的

理念而言，政府是協助人民去執行治理的經理人，就因為它是

經理人的身分，因此它必須要向全體人民負責，正如經理要向

董事會負責一般的道理。《教會社會訓導彙編》對此亦表示的:

r;教會訓導當局認鳥，一個國家內各種權力分立原則

1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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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理的。『每種權力均應互相約束，由各自的責任範園

去規限其他權力。這也就是所謂法治原則，標榜法律的無

上權威，而即非個人的意願.lI 0 J 

然而，由於歷經許多不同面向的發展，目前一個國家亟需

面對的問題，不是一般人民所能暸解的，甚至連一國元首也未

必真正瞭解，這些都需要專家，於是在廿世紀開始，便出現了

「技專政治 J (technocracy) 的現象。所謂「技專政治便是指政

辟專門部門的高級官員而言，因為他們所處理的問題具有高度

技術性及專門性，只有他們才有能力蒐集資料及決定，因此他

們有政治影響力，尤其在計劃經濟制度內，決定權掌握在這些

技專人員手中，政黨、議會及政府部門反而無能為力」 l6 。在

這種技專政治的情況下，國家的決策就似乎不是由作為國家主

人的人民所能決定的。於是擁有不少技專人才的政府，也就可

以「為所欲為」了。

如何去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最主要的便是資訊公開，以

及決策的透明化。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有云17

「資訊是民主參與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在不明白政治

團體的狀況、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問題本身之下，參與政治

是不可思議的。」

不過對於技專政治最重要的問題，便是這些科技專家是用

甚麼態度來面對由人組成的國家社會?有一種科技專家，是科

16 扎1aurice Duverger, Sociologie de la Poli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p.364; Maurice Duverger, Janus- les 

deux faces de l' Occident (Paris: Libraire Arthème Fayard, 1972), 

pp.137-157. 
1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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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於人，也就是除了科技，根本不理人本身的感覺。例如，

目前如複製人等許多科技發展，就是沒有考慮到人本身，而只

是科技唯一;另一種則是不理科技或人，完全以統治者的旨意

為是，從不理會真正主權所有者之全體人民。

為此，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也表現了其立場的:

「基督徒對創造的觀念，肯定人類干預色括其他生物

在內的自然環境;但同時亦強調責任感。事實上，自然環

境......是造物主遂于人類的禮物， ...... (人類要對生物)表

示尊重...... 0 J 

而在 1992 年發表之《天主教教理)) ，更有更深入之說明 19 • 

「科學與技術，若用於為人服務，並促進眾人的整體

發展，是珍貴的資源;但科技本身，不能指出人的存在和

人類進步的意義。科學和技術是為了人，由人而開始，靠

人而發展。」

r 科學和技術應該依照天主的計畫和旨意，為

人、為其不可轉讓的權利，以及~其真正和整體的利益服

務。」

這些都似乎是指理工或生命科學而言，但是也可以延伸至

人文與社會科學。筆者固然知道人類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等，

都是經過歷史上許多的經歷，不斷「實驗」才能進步，民主政

治也是經過這些「實驗」而來。但正如《天主教教理》所去:

「以人作鳥對象的研究和實驗，不能在本質上違反人之尊嚴和

18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73 。

19 ((天主教教理)) 229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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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律的行為成為合法」 20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 1942 年同盟國發表了「聖傑姆斯宣

言 J (Declaration of St. James) ，然後在倫敦會議中更強調的三項

原則之一，便是「下達命令的高級官員，應和執行命令的次級

人員一樣，承擔『個人責任』」 2lo 對納粹德國戰犯的紐倫堡

(Nümberg) 大審中，其中的一個議題便是政府內的行政人員，

當面對其上司訓令其執行違反人道與正義的行動時，他是否要

接受。當時為納粹戰犯辯護的律師聲稱，這些被告都是為了執

行上司的命令，這是一個政府公務人員的基本服從，因此不能

因之而加以治罪。但是當時國際軍事法庭的主張是:縱使是上

司的命令，如果明顯是違反人道的，下屬也應加以連抗，否則

下層也有共犯之罪22 。而在 1946 年的東京大審中，遠東國際軍

事法庭也依循這些原則，來對日本的戰犯作出判決鈞。

目前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家引用不同的研究方式，但其真

正的目的是為了某一政黨或某一少數人的統治集團來服務。例

2日《天主教教理>> 2295 。
21 其他三項原則，分別是: r戰爭罪犯無論其階級和地位如何高，

均不得享有豁免權 j .以及「僅懲罰不確定的部屬人員，而不懲

罰制訂刑事犯罪政策的高級人員，那是不合邏輯的」。見 History

of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of the Laws of War 

(1 948), pp.10l-102. 

22 有關紐倫堡大審文件，參: Trial of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1 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見 http://www.loc.gov/rr/frd/Military一Law別Tm句。r-war-criminals.html

23 Ref. Philip R. Piccigallo, The Japanese on Trial: Allied War Crimes 

Operations in the East, 1945-195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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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這些人文與社會科學家利用民意調查的方式來研究民意，

但事實上，在問卷的設計上，便已隱含了對某政黨或某統治集

團的「偏好 J '因此這些研究只不過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真

正的民意。這種現象其實不是真正對作為所有權人的全體人民

負責，而是對少數人而已，因此天主教會對此也有表示: r 對

人的實驗，若沒有接受實驗者本人，或他的合法代理人的明確

同意的話，就違反人性的尊嚴」 24 。由此可見，這些研究必須

是以作為所有人的全體人民的旨意為依歸，才算是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而不是以統治者為依歸。因為在民主政治中，他們其

實是「經理人 J '而不是所有人。況且這些只為小圈子人的決

策方式，也是天主教會所反對的，正如《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所云: r 教會亦無法苟同於那些細小圈子的統治集團，他們基

奪國家權力，以諜取個人私利，或者烏實現某種意識形態」 25 。

參、多數治理

民主政治的第三個原則，便是多數治理。也就是在一個國

家之中，以大多數人民的意旨為依歸，而不是只以少數人的意

旨為依歸。無庸置喙的，不論在制度的設計是以簡單多數或絕

對多數為「多數」的定義， r 多數」本身就是一個民主政治的

重要原則。

然而，正如前面所論及的，這個由「多數」去決定的，有

否違反天主的意旨?也就是，是否如前述的政治思想家所稱之

「善」、「純正」與「正規 J ?或者，它變成是「惡」、「腐

24 <<天主教教理>> 2295 。
2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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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變態」的?倘若它變成「惡」、「腐化」與「變態」

的，對基督徒而言，便是違反了天主的旨意，因此這些雖然是

多數治理，但它只能算是「暴民政治 J '而非真正的民主政治。

所以，民主政治的表相似乎是「多數治理 J '但這個多數

若是違反了以天主為基礎的「善」、「純正」與「正規 J '便

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這些治理是以多數人為訴求，因為

它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所以作為主權所有人的人民，便不需

要遵守，甚至應加反抗。正如《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所去26 • 

「政權應承認、尊重和促進主要的人性和道理價

值。......這些價值不能以即興的及善變的『多數人』意見

為基礎，而應以承認客觀的道德為基礎，這道德律與寫在

人類心版上的『自然道德律』是一樣的，民法也必須以它

作為立法的依據。如呆不幸由於1眾良知蒙蔽，產生一種

懷疑主義，以致道德律的基本原則也受到懷疑，國家的法

理基礎便會由根本動搖，也會淪為一種按現實情況管理各

種不同而且對立的利益的機制。」

「政權應制定位平的法律，亦即是合乎人性尊嚴以及

正直的理性要求的法律。 r...... 當一條法律，偏離理性，

它就被稱為不義法律，這樣一來，它就再稱不上烏法律，

而變成了一種暴力的行鳥。.lI J 

這些雖然由多數人而訂，但卻違反天主的意旨，根本不是

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是暴民政治，由這種暴民政治而制定之法

律，正如《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所去的，並不是法律，而只不

過是「暴力之行為」而已。因此，面對這種不義之法律，不應

26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97-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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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證法學派所謂之「惡法亦法 J ( Dura lex, sed lex ) 而加以遵守，

而應主張如自然法學派的「惡法非法 J (Lex iniusta non 側的)。

天主教會的觀點亦是如此主張的，因而認為27 • 

「官民應按照良心，並無責任服從違反道德秩序或福

音教訓指令的執政政權。......拒絕與不義合作也是一種基

本人權， r那些採用良心抗辯的人，也應得到保障，不只

不受刑法的處罰，而且在法律、紀律、經濟和職業等層面

上，也不應因而有不良的後泉。 JI J 

對於這些不義的法律與統治，不只不能遵從，而且更要拒

絕。天主教的社會訓導更說: r 良心的重要責任，就是不得在

實際行為上，與違反天主法律的法律合作，即使國家的法律容

許他這樣做」 28 。

而且不這樣的理念與中西許多思想家的主張是相同的。孟

子去: r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為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封矣，未聞拭君也」 29; 而西洋思想家如聖多瑪斯也

去: r 把大眾從暴虐統治中拉出來，是值得稱讚之事」鉤。阿

爾雪修斯( Johannes Althudius )等人所稱之「暴君放伐論」

( tyrannicide ) ，也是這樣的主張。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也提到了:

自然法是明文法的基礎，也對它加以種種限制，這也意味著，

當政權嚴重地、經常地違反自然法的主要原則，抵抗這政權是

合法的。聖多瑪斯﹒阿奎納曾寫道: r r 人有責任服從如正義

2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99 。
28 同上。

29 <<孟子﹒梁惠王下》。

3OSt Thomas Aqulnas, summa Thcologiae, Pad II of SEcond Part, 

Question X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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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所要求的』。自然律因此是抗爭的權利的基礎」 3l 。

當然，天主教會也不是只教導一味抗爭，而是在某些條件

下，始可以行使這些抗爭的權利。在《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

便列出了下列五種條件32 • 

1.基本權利的侵犯，是確實的、嚴重的、長期的;

2. 已經用盡了其他所有的方法;

3. 不引起惡劣的紛亂;

4. 有成功希望的充分理由;

5. 依情理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決之道。

總之，天主教社會訓導是以和平的方式為主，但不是因為

要和平而捨棄公平正義。天主教會的訓導認為，對於違反天主

旨意的惡、腐化與變態的政權，縱使它是由多數人決定的決策

方式，也是吾人必須要對抗的，至少在政治思想上它不是真正

的民主政治，而只不過是暴民政治而已。

肆、弔詭的民主?

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 r 民主」其實是一個十分弔詭的

概念。因為它一方面對每一個人都一視同仁，尊重人人平等，

所以按民主政治的治理方式而言，它是可以讓每個人自由表達

其意志，尊重每個人的人格。這對一般人而言是十分受用的，

套句共產黨的話，就是「窮苦人可以當家作主 J '因此一般的

平民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處於弱勢的族群，更會支持「民主」

這一概念。

31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0 。

3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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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主」這一概念如果從立足點的機會平等而言，則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以他本身的稟賦( endorsement )而得以發展，

也就是沒有任何的制肘來限制他本身的發展，這是國父孫中山

先生所說的「真平等」"。這是有其稟賦潛力的人所一直主張
的。在歷史上，他們大都是富商。他們既然有了這些經商而來

的財富，當然就不希望受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加以制肘;但是

資本主義社會下，這些資本家因而也越來越富有的趨勢，反而

貧窮的人則越發貧窮。

這些機會的平等，引發了男一個現象，就是可能出現「富

者越富，貧者越貧 J '也就是出現日本創價學會前領導人大前

研一所謂 rM 型社會」的現象34 。在這種情況下，反而造成更

大的不平等，因為那些處在弱勢的族群，就絕無翻身的機會，

都是受役於人而已。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將他們本身的意願不加

扭曲地予以表達。因此，每次八大工業國家( G-8 )高峰會議時，

都有代表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的代表在場外示威;而國

際組織為了要胡平這些差距，在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的rence on Trade and D叫opme肘， UNCTAD) 中，多次宣示二

者是不可或缺的，要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

多所照應。然而目前男有一個現象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

家的資本家聯合來「剝削」所有國家的勞工，這也是令吾人心

憂的發展。

這種弔詭的概念，有點像中國傳統笑話的「寧為左右袒 J ' 

沁園父孫中山先生， (民權主義) <<三民主義>> '收錄在
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O 1 一03一03_02#top.

34 大前研一， ((M 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 (台北:

商局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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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皆大歡喜，但卻是互為矛盾。其實互為矛盾並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如何去平衡這些矛盾的觀念，而使它兩全其美。

結論:尋求真正的民主

就以上的討論，民主政治若以主權在民、責任政治與多數

治理等觀念來討論，都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雜音，甚至有相

反意味的現象。因此吾人必須要真正瞭解民主的本質，才能尋

求真正的民主。

首先，真正的民主不在於其形式，而是在於其價值，這是

一般人都沒有發覺的。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云35 • 

「真正的民主，不單靠形式上遵守一套守則達豆，而

要由衷接受啟發民主過程價值觀的結果:每個人的尊嚴、

尊重人權，決心以追求大眾去益為政治生活的宗旨和指

引。」

這些價值其實是民主政治最重要、也是最珍貴的地方，該

訓導又繼續說“:
「那些深信自己掌握著真理而固執的人，常被視為就

民主角度而言殊不可靠， ...沒有價值的民主政治，終將淪

為2閱或隱藏的極權主義。基本而言，民主是一種『制度.lI ' 

因此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它的『道德價值』不是自動產

生的，而在於是否合乎道德律;它與人類其他各種行為一

樣，都應該服從這道德律;換句話說，民主是否符合道德，

端賴它所追求的目的及使用的手段是否符合道德。」

3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7 。
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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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價值下發展出來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所謂37 • 

r 真正的民主，只能向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的

法治政府中去求取。當中需要一些必須的條件，去推進個

人及社會的『主體性.!I ;前者乃通過真正理想的教育和培

養，而後者則通過參與式和分擔責任式的結構的建立。 J

由此可見，真正的民主，其基礎是必須有「真正理想的教

育與培養 J '是故，道德教育與公民教育在此扮演不可或缺的

角色。

正如前述，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向人民負責的政府。這個政

府必須是要38 • 

r 都以為人民服務為本。『國家既然是為人民服

務，因此是人民資源的看守人，在資源的管理方面必須著

眼於2共的利益。』過度的官僚主義實在有連這種意向，

這情形出現於『各種機構變得複雜，卻又意圖支配一切。

由於無人情味的實用主義，過分的官僚作風、不合理的私

利，以及覺得一切輕而易舉、處事欠責任感等，這些機構

結果不能有效運作。.!I~共行政工作者並不是無人情味或

官僚的角色，反而應以服務的精神，慷慨地協助人民。」

而且對於作為國家領導人而言，也「不應忘記或輕視政治

代表制度的道德幅度，這幅度在於承諾完全分擔人民的命運，

並尋求方法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這樣看來，一個負責任的政權

亦指當權者施政時力行各種德行(忍耐、謙虛、溫和、仁愛、力行分

享) ，以服務精神來行使權力，執政者可以接受大眾公益為主

3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6 。

38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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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真正目標，而不是名譽或謀求個人利益」"。不只如此，

這些為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官員，他們 r (並不是)選民的被動代

理人。市民的的監察並不排除當選官員的自由，他們必須要有

自由才按既定的宗旨，行使權力，這不單視乎當選者的特別興

趣，而更在於以整合和調解的功能服務大眾去益，這是所有政

權必須和不可或缺的宗旨之一4lJ 。

向人民負責的政府，除了吾人前面所討論過的「技專政治」

外，最為嚴重的便是政治腐敗問題42 • 

「因為它同時背棄了道德原則和社會去義規範。它損

害國家的正確功能，鳥當權者和被管治者的關係帶來負面

影響。它引致人民對古共機構愈來愈不信任，引致人民日

益不喜歡政治和政治代表，結呆削弱位共機構的能力。貪

污根本地歪曲了代表制度的角色，因烏它們變成了服務對

象要求和政府服務的政治交易場。這樣一來，政治抉擇只

有利於那些有途徑影響抉擇的人的狹隘目標，成為詩求所

有人民去益的障礙。」

為了防止代表行政權的政府權力過分濫用，甚至貪污，孟

德斯鳩( Charle此ouis de Second泣， Baron de Montesquieu )在其《法意》

一書中，主張運用「三權分立 J (Separation of Powers )及「制衡」

39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10 。

40 筆者認為此處應翻為「公民 J '而非「市民 J 因為「市民」在

中文上只認為是作為地方單位的「市 J 但原文的 Citizen 係指

一個國家之內的「公民」而言。正文由於是引文，是故按原譯文。

41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9 。

4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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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and Balance) 的觀念，來設計整個政治制度43 。對於這種

分立與制衡，天主教會也很鄭重表示贊同。它認為「每種權力

應主相約束，由各自的責任範圍去規限其他權力。這也就是所

謂『法治』原則，標榜法律的無上權威，而非個人的意願」 44 。

這些由人民選出的代表， r 必須受有效的社會機制監管。

這種監管最重要的，是在自由選舉中進行，通過選舉可以選擇

和更換人民的代表。當選者有責任向人民交待他們的工作，尊

重選舉的承諾便可保證他們做出交待，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重

要元素」的。

民主政治當然也包括了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不過直接民

主只能適合如古代希臘那種城邦，目前全球各國都不可能有直

接民主，而能實現的也只是間接民主。間接民主最重要的構成，

便是代議士。這些由人民選出來的代議士，既然要對政府官員

進行「制衡 J '那他們也不能為所欲為，而是責成他們要依前

述對待行政的官員一樣，是由天主旨意的道德律予以規範。

既然民主政治是由民意去作為施政的方向，因此也需要蒐

集民意的地方，而對民意利益匯集 (Aggregation of 1加n削ter悶ts )功能

最重要的機制，便是政黨。天主教會認為， r政黨的任務是促

進廣泛參與，並使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去務。政黨應理解位民社

會的期望，並籍以促進大眾~益，讓位民能有實際機會為主:共

政策的制定作出貢獻。政黨內部組織必須奉行民主，並有能力

的 Charles de Montesquieu, L ' Espirit des L。此， Livre XI, Chap.6. 
44 <<教會社會首iI導彙編)) 408 。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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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政治整合及策劃」 46 。

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目前人類最為合適的政治治理方

式。雖然經過將近五個世紀的經驗，不論對主權在民、責任政

府與多數治理，都出現過負面的影響;吾人從這些負面的影響

對民主真諦的再思考，發現民主政治其實有相當程度的弔詭，

它既可以使「窮苦人可以當家作主 J '也可以使「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這種弔詭看似是矛盾的所在，但卻也是民主政治

迷人之處。

其實，這些弔詭如果從民主本身來找尋其結論，是無法滿

足的。因為它的根源根本不在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外於民主政

治概念的天主意旨，在天主旨意下，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地開花

結果，才能真正地尊重每個人的個人人格;否則民主政治也只

不過是人類越發暴庚的工具而已。

46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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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崇民 I

本文作者從歷史及教廷組織的角度給讀者整理出了天

主教會中央機構的特質，由此發揮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及貢

獻，是一很有價值的介紹性論文。

前言:羅馬天主教會的特殊地位和組織結構

天主教會是一個有二千多年悠久歷史、信徒超過 11 億的全

球性宗教團體。位於義大利羅馬梵蒂岡城( Vatican City) 的教廷，

不但是教會的核心象徵和最高管理機構( Goveming Bod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它也是一個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和國際法

之主體( Su甸的t ofI胸口lational Law) ，可以國際法人( Intemational Legal 

Person) 的身分，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締結條約、互換使節。

教廷的領導者則為教宗，由樞機主教相互推選產生。耶穌

基督門徒聖伯多祿是羅馬天主教會的第一任教宗。其後歷任教

宗，皆被視為聖伯多祿的繼任者。教廷由教宗領導，因此教宗

一方面是教會的最高精神領袖(耶穌基督教義的傳人) ，同時也是

政治領袖(梵蒂岡城市國家元首)。

由於羅馬天主教會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和組織結構。在介

紹教廷的外交政策和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之前，我們首先將分析

l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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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組織結構，尤其是與外交事務相關的部門。然後，我們

將介紹教廷外交的緣起，亦即教宗外交的歷史發展。進而，再

介紹教宗外交理念的基本原則。最後，在結語部分，我們探討

「普世道德價值 J (universal moral value )之可行性。

壹、教廷的組織結構

一、教宗 (Pope)

教宗2為終身職。他既是宗教領袖，也是政治領袖，集神權

和政權於一身，在教會之中，擁有絕對權力(掌行政、立法和司法

之權) 3 。教廷採「政教合一」制，因此教宗不但是羅馬天主教

會 (Roman Catholic Church) 的最高領導，同時也是梵蒂岡城市國

家( Vatican City State )的元首4 。

教宗與其他主教組成世界主教團( College of B出ops) ，是普

世教會的最高領導者。事實上，教宗同時也是羅馬主教5 他的op

ofRome)、基督之輔佐( Vicar ofChrist)、聖伯多祿之繼承者6(SUCCESSor

of Saint Peter )、普世教會之教長( h叫 of the entire Church )、義大利

之首席總主教、羅馬教省之總主教與首席主教、梵蒂岡城邦

( Vatican City State )國家元首。

2 教宗( Pope )一詞源自於希臘文 παπαç( papas ) ，拉丁文為 papa'
意指「父親」。參見http://en.wikipedia.orglwikilPope 。

3 參見http://www.newadvent. orglcathen/12260a.htm 0 

4 參ht叫tt叩p拉p:1叫叫/
5 由於伯多祿是天主基督教會在羅馬的領導。因此爾後的教宗亦身

兼羅馬主教( Bishop ofRome )。

6 聖伯多祿約在西元 67 年殉道，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Peter )之中有個祭壇，祭壇正下方即為聖伯多祿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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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由樞機主教團( College ofCa凶nals) 相互推選產生。選舉

時採閉門會議( Conclave )祕密投票方式，過程不對外公開。樞

機主教由教宗選任7 。年紀在八十歲以下的樞機主教才有選舉
權。得票逾三分之二者當選。如無人得票逾三分之二，則繼續

投票至當選者產生為止。現任教宗為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 

於 2005 年 4 月 24 日就職，為第 266 任教宗B 。

二、教廷 (The Holy See) 

教廷的英文名稱為 Holy See '源自於拉丁文 Sancta Sedes ' 

意指「聖座 J (Holy Seat) ，是天主教最高權威機構( supreme 

authori秒) ，由教宗( Pope) 領導。 See 之拉丁文亦為 Cathedra '同

樣指的是耶穌基督門徒伯多祿(押的tle Peter) 的座位( Chair) 。

伯多祿為基督教會的聲石，承耶穌之命，領導教會。之後歷任

教宗皆為伯多祿宗座之繼任者，因此又有 Apostolic See 此一名

詞，指的是耶穌基督門徒的座位。

在宗教事務行文時， r 教廷 J (Holy See) 是天主教會總部9向

各地方教會發出諭令時，所使用的正式名稱。

在國際外交場合(例如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之中) , r 教廷」一

詞，較「梵蒂岡」更為正式、出現次數亦較多 10 。

7 教宗保祿六世 (Paul VI ' 1963-1978 年在位)希望樞機主教人數
不要太多，將上限定為 120 人。

自參見http://www.newadvent.orglcathen/12260a.htm 。
9 由教宗及其幕僚的神職人員所領導。

但也有少數例外，例如在「國際電信聯盟 J (Intem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和「萬醫郵政聯盟 J ( Universal Postal 

Union) 這兩個機構之中使用名稱為"Vatican City 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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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教廷的涵義較廣，梵蒂岡的溺義較窄(侷限於土

地面積有限的一個世俗城邦國家)。教廷可以為梵蒂岡「代行 J ( acting 

on behalfand in the interest ofthe State ofVatican City) ，但未見梵蒂岡為

教廷代行者。雖然教廷和梵蒂岡皆為國際法之主體，但在聯合

國每年固定出版的年度國家名加或官方資料之中，皆特別註明

使用「教廷」此一名稱來取代「梵蒂岡 Jll 。

三、梵蒂岡 (Vatican City State) 

梵蒂岡城國 (Vatican City State) 指的是在義大利首都羅馬市

內，一塊面積 44 公頃的土地。根據「拉特朗條約 J( Lateran Treaty ) , 

梵蒂岡成為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小12 、人口最少 13的一個主權獨立
國家 14 。

西元 728 年，倫巴底國王 (Lombard Ki月)路易特普蘭德

( Liutprand )將拉丁地區的一些鄉村和城鎮捐獻給羅馬主教，史

稱「聖伯多祿的遺產 J (句pa甜t甘rin仕r口mo

S釗t旭叫a剖耐t紀e) 立國之始。

1870 年 9 月 20 日，義大利軍隊攻陷羅馬，教皇國滅亡。

義大利閻王艾曼紐二世統一義大利並定都於羅馬。教宗碧岳九

世( Pius IX ' 1846-1878 年在位 15 )退居梵蒂岡城堡內，並宣佈自己

是「梵蒂岡的囚徒 J (Prisoner of the Vatican) ，拒絕與義大利政府

11 教廷 1957 年 10 月成為聯合國常任觀察員。

12 0 .44 平方公里。

13 常駐人口約 900 人。

14 主權獨立國家通常必須具備土地、人口、政府三個要件。

15 其在位期間長達 32 年，是史上任期最長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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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並抗議義大利王國併吞「教皇國 J '史稱「羅馬問題」 l6 。

1929 年，墨索里尼 (BenitoMussolini )l7政府與教廷在羅馬簽

訂「拉特朗條約」 (Lateran Tmw)18 。根據該約第 3 條，義大利

政府承認教廷為一主權獨立國家，對梵蒂岡市有專屬主權和管

轄權( exclusive jurisdiction) ;但相對的，教廷也放棄向義大利

政府索回以前「教皇國」所擁有的土地"。

建立此一超小型國家的目的，在於使教廷有明確的能見

度，並在國際社會之中，行使主權國家獨立自主的外交行為20 。

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背景，使得梵蒂岡成為世界上「獨一無

二的國家 J (unique state )。

四、中樞機構 (Roman Curia) 

教廷「政教合一 J '既是教會又是國家的行政領導，其政

治制度與一般世俗國家迴然不同。中樞機構 (Roman Curia) 21相

當於一國之中央政府，主要功能在於輔助教宗傳播福音。教廷

中樞機構約有 30 個部會( Dicasteries and Departments) ，包括國務院

( Secretariat of State )、九個聖部 (COIlgqatIons)22和三個法院

16 參見http://bk. 51player.comlview/119616.htm 。
17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為極右派法西斯( fascist) 

領導人，於 1922 年取得義大利政權。

18 當時教廷教宗為碧岳十一世 (Pius XI ' 1922-1939 年在位)。
19 參見 http://zh.wikipedia.orglwiki/%E6%95%99%E5%BB%B7 。
20 參見 Preamble ~2 。
21 拉丁文為 Curia Romana 。
22 分別為教義部、東方教會部、聖事禮儀部、加封聖人部、主教部、
萬民福音部、聖職部、修會部、天主教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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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bunals ) 23 、十一個宗座委員會( Council/Commissions )等。

由於教廷主管全球天主教會( CathoJic Church )和若干非宗教

事務(與各國之政治外交關係) ，因此有人將教廷中樞比擬為一個

「世界政府 J (unive叫 govemment) 。

國務院( Secretariat of State )是中樞機構之中最重要、也是最

大的一個部門泊。國務院由國務總理( Secretary of State )領導，綜

理教廷行政及教宗之樞密事務2S 。國務總理在教廷之中排名第

二(僅次於教宗) ，通常由一位樞機主教領導 (Cardinal Secretary of 

State )。現任總理為貝爾托內( Tarcisio Bertone )樞機主教詣。

1988 年 6 月 28 日，教宗若望保祿三世( John Paul II )頒布了

《善牧宗座憲章)) (Apostolic Const山tion Pastor Bonus) ， 修改羅馬

教廷的行政組織編制。國務院之下有兩個部( Sections) :一個為

「一般行政事務部 J (Section for General Affairs) ，男一個為「國家

關係部 J (Section for Relations w他 StatES)27 。

「一般行政事務部 J (相當於內政部)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

領導( Sub甜tute) 。其管轄事務包括:處理教宗行政庶務、起草

和審閱教宗公文、書信、與中樞各部會溝通、與外交部協調、

安排教宗出席各項活動、提供駐梵蒂岡外交使節團( Diplomatic 

23 聖赦院、最高法院、聖輪法院。
24 參見教廷網站

http://www.vatican.va!roman _ curia!secretariat_ state/documents/rc _ se 

g-st_1210 1998 _profile _ en.html 。

25 國務院協助教宗，執行全球使命( universal mission )。參見 Pastor
Bonus, Art. 39 。

26 貝爾托內( Tarcisio Bertone )樞機主教， 1934 年出生於義大利。
2006 年 9 月的日被任命為國務總理。

27 參httpJ/www.mofà.gov.twi咐applfþ 呻?xItem= 16旭ctnode=27的style=comu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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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s) 後勤支援、監督教廷新聞局( Holy See Press Office )、羅馬

天主教會統計資料局、梵蒂岡電台( Vatican Radio )、電視等機構。

「國家關係部 J (相當於外交部) ，由外交部長領導。現任

外交部長為曼博梯 (Dominique Mamberti) 總主教。其下設有一位

副部長( U ndersecretary )。其管轄事務包括:教廷對外關係、國

際法事務、促進教會權益、簽訂條約或協定( Concordat )、與國

際組織(如聯合國等)聯繫等。必要時，教宗可指示「國家關係

部」對國情特殊之地方教會予以協助2日。

貳、教廷外交 (Vatican Diplomacy) 的歷史發展

教廷不但是羅馬天主教會總部，也是全球唯一一個政教合

一，兼具宗教和主權國家特質的國際法人( intemational legal 

person) 。但教廷土地很小，並且沒有軍事、經質、財政目的，

為何發展出了淵遠流長的外交活動?事實上，教宗外交( Papal 

Diplomacy) 的歷史發展，可以從以下二個原因加以解釋。一是全

球f使吏命( un叮InJV

全球的跨國使命特質。天主教會有單一的領導和組織層級。教

宗一當選，即成為全球教會的領導。二是習慣法( customary law )。

教廷有長達二千年的外交傳統。教宗可主動派遣使節，或被動

接受各國派駐至教廷的使節。時至今日，此一外交傳統仍然在

持續發展之中，並受到國際法的承認。

一、草創惟艱

羅馬天主教會第一任教宗是耶穌基督的門徒聖伯多祿

28 例如在共產主義國家、或無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任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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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Peter )。他從耶路撒冷，長途跋涉至羅馬傳揚福音。由於

他是天主教會第一位教宗，同時也是羅馬教區主教，爾後歷任

教宗皆為聖伯多祿的繼承人，並兼羅馬主教。

天主基督教會是「普世教會 J (Universal Church) ，其終極目

標在於將福音廣傳至世界各地。但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傳統，

這對於重視「信仰和道德一致 J (uni句句 of[;鼠制a剖1抽 and morals) 的天主

基督教會而言，不宮是一大挑戰。因此教會從一開始，即必須

藉由對話協商以達到共識，解決各種分歧意見。為了要制定統

一的解釋、訂出共同遵守的紀律，教會往往會舉行宗教會議

(Councils )29進行討論、做出決議。當有時候爭議持續存在，無

法達成共識時，主教會議會請羅馬主教出面調停，以解決紛爭。

自第一世紀起，羅馬主教(教宗)即派代表與其他地區主教聯繫

或代替出席主教會議。自第二世紀起，羅馬教宗在解決爭議、

維護教會的團結和統一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因此早期

教宗代表30其主要任務，在於協調和統一解釋教會內部的爭議。

值得注意的是，西元 313 年之前，羅馬帝國( Roman Empire ) 

將天主教會視為非法組織( outlawed) ，禁止天主教公開傳教聚

會。儘管如此，耶穌基督的福音仍然在私底下持續傳揚。

二、西元 313 年之後，天主教會成為合法教會

西元 313 年，西羅馬帝國皇帝康士坦丁大帝3引l(C臼O叩ns瑚nti凹ne)

和東羅馬帝國皇帝李錫尼(仙Li叩划cm叫i叩us叫)在義大利米蘭共同簽署《米

29 亦即主教大會( Assembly ofBishops) 。
30 稱為 Envoy 或 Legate 。
31 或譯君士坦丁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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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詔書)) (Ed叫 ofMilan) ，允許宗教白由和信仰自由。從此以後，

羅馬帝國境內人民享有公開敬拜天主的自由。而隨著教會的蓬

勃發展，需要解決的爭議也愈來愈多，主教會議也愈來愈頻繁，

教宗所派遣使節的次數也日益頻繁，並且層級愈來愈高。史載

西元 314 年時，教宗思維一世( Silve取r1' 314-335 年在位)曾派代

表出席至法國阿爾主教會議( Synod of Arles) ，試圖解決多納圖

派( Donatist )異端問題32 。

西元 325 年，教宗思維一世又派代表出席尼西亞會議

( Council of Nicea ) 33 。西元 343 年，教宗朱利奧一世( Julius 1) , 

亦曾派代表出席沙底卡會議( Council of Sardica ) 34 。這也是第一次

主教會議正式承認教宗所派使節之權威性。

西元 380 年，羅馬帝國正式認可天主教為國教。西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入侵滅亡之後，羅馬主教(教宗)逐

漸成為義大利精神領袖，地位益形重要。由於教宗所涉及的國

際事務日趨頻繁，教廷使節代表( Apostolic Nuncio )制度也逐漸成

形。教廷可派同時其有宗教和外交任務的使節至他圈，同時也

可接受他國派來的使節。西元的1 年舉行加采東大公會議

( Council ofChalcedon ) 35 。西元 453 年，會議結束之後，教宗良一

世( Pope Leo the Great )派遣 Julian of Coo 為駐東羅馬帝國首都君

士坦丁堡的大使。當時教宗寫了兩封信，亦即今日所謂之「到

任國書 J (Letters of Credence )。一封致當地主教，男一封致東羅

32 參見 http://www.newadvent. orglcathen/OI727b.htm 。
33 今日土耳其伊斯坦堡附近。
34 今日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

35 今日土耳其伊斯坦堡亞洲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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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帝國皇帝。時至今日，在外交界仍保留了這個 1500 年前所建

立的傳統36 。

三、西元 476 年，法蘭克王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西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世俗政權中心從羅J馬

移轉至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此時教宗派遣至東羅馬帝

國宮廷的使節有了一個新的名稱"Apocrisarius" 。此一傳統一直

延續到中世紀。 "Apocrisarius"被視為天主教會和東羅馬皇帝之

間的重要聯繫管道。

西元 476 年，法蘭克王( King of the Franks )克洛維一世( Clovis 

1 ， 466-511 年)受洗成為天主教徒之後，教會重要性大增。法國宮

廷給予教宗使節( Apocrisarius )首席宮廷部長( principal Court Minister ) 

的尊榮。

西元 800 年的聖誕節，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在梵蒂岡

( Vat山lωca叩n) 加冕，成為「法蘭克王 J (K阻m呵g oft伽he旭eF封ran叮叩nks) 和「基督

國之王 J (何Em呻p阱E附 of Cαh汀1f1 S

高，並且只有主教 (B出op) 才有資格擔任教廷駐各國的使節。

四、教宗派遣使節至中國

過了幾年，教宗派遣至各國使節又多了一個名稱，亦即「信

使 J (Nuntius / messenger )。教宗不但派「信使」至歐洲各國，也

派「信使」至亞洲。例如 1245 年，教宗依諾增爵四世( Innocent 

IV)37以正式信函派遣柏朗嘉賓( John ofPian del Ca巾肘， 1247-1328 ' 

36 二份到任國書。

37 義大利籍教宗， 1243-1254 年在位。時值教廷與神聖羅為帝國之
間的長期緊張和衝突達到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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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方濟各會神父)率領特使團前往蒙古中部和林(大汗駐釋之

地)。蒙古大汗定宗非常禮遇教宗的特使，但是要求特使請教

宗親自來蒙古觀見大汗，討論和平事宜38 。

1336 年，元順帝派了一支龐大的 16 人使節團，攜帶了順

帝致教宗的信至亞維農 (AVlgrlOI1)39觀見教宗若望廿二世( John 

XXII) 。使節團歷經 2 年長途跋涉，終於 1338 年抵達亞維農教

皇宮 (Palais despapes)40 。教皇也予以回應，派馬利諾利神父( John 

ofMa時nolli ) 41於 1342 年至北京，觀見元順帝，並且致上教皇所

贈送的禮物，其中包括一巨深受元朝宮廷喜愛的駿馬。

五、設立常駐使館

十五、十六世紀時期，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 )紛紛在歐洲~幅

起，如法國、西班牙、波蘭、義大利王國等。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錯綜複雜，日益密切，尤其是義大利境內各王國有相當

微妙的互動關係。當時尚無長期派駐的使館。外交人員活動不

易，必須很低調地混在人群之中，從事刺探情報和收集資料的

活動。民族國家興起之後，開始設立常駐各國的使館，使外交

活動更為公開、正式。例如 1445 年，威尼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hnice)42在佛羅倫斯設立常駐外交使館( permanent diplomatic 

38 參見http://82.226.29 . 1 92/1ofiversionlindex.phpIt693 .html 。
39 亞維農是多位教皇居住之地，有基督教世界另一個羅馬( Altera 

Roma) 之稱。鄰近的 Villeneuve-lez-Avignon 為教皇法庭所在地。

4ohttpdwwwI1anzt111orEjtw/tzyrg-VOLd-phpwolld=3500 。
41 義大利佛羅倫斯人，聖方濟各會士。

42 義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國，位於亞得襄亞海北岸。始建於西元 687

年. 1797 年為拿破崙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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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之後教宗也在米蘭、羅馬設立常駐外交使館。其他國

家紛紛仿效威尼斯共和國的外交模式，相互派遣使節43 。

起初教宗對於威尼斯共和國的外交新模式，並不熱衷。因

為當時的教宗認為舊有的使節制度已足以滿足所需44 。後來教

廷也採取新模式，首先在威尼斯和巴黎設立使館( Apostolic 

Nunciature) ，接著在佛羅倫斯、那布勒斯、維也納、馬德里、里

斯本、慕尼克等地設立使館。隨著國家的增多，大使館也愈設

愈多。

1701 年，教宗克來孟十一世 (Clement XI) 創設培育神職行

政人員的學院 (Academy ofNobleEccleslastICS)45 ，並在羅馬設立宗

座學院( Pontifical Ecclesiastical Academy )培訓外交人員。

六、國際條約確認教宗雙重領導特質

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動盪不安，包括宗教改革、反改革( Counter 

Reformation )、西班牙主位繼承戰爭、三十年戰爭等，影響了歐

洲的外交關係和制度的穩定發展。 1648 年的西伐利亞和平條約

( Treaty ofWes中halia) 和 1815 年的維也納和會( Congress ofVienna ) 

重新規範了新的外交法規和使節關係。拿破倫戰爭之後， 1815 

年的維也納和會正式承認教宗同時是世俗國家領導( temporal 

sovereign )和天主教會的精神領導。 1961 年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重申教宗可派遣使節出

使各國，亦可接受各團派遣使節駐教廷。該約第 14 條規定，教

的例如 1446 年，米蘭派遣外交使節至佛羅倫斯。

44 例如，米蘭和威尼斯共和國在 1458 年派遣大使駐教廷，但教宗
到 1500 年才回派大使。

45 行政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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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使節 (Nuncios) 和各國大使( Ambassadors )其有同等外交地位46 。

七、教廷積極參與全球外交事務

在雙邊關係上，今日與教廷有外交關係者共 176 個，其中

包括 174 個國家，以及歐盟和馬爾他 (ωSo肝V問ver叮r巾gn Kn ights of Malta ) 

兩個政治實體。此外，教廷與俄羅斯( Russian Federation )和巴勒

斯坦解放組織( Pales臼s剖叩圳圳t1仙tm叮m叫l

殊聯繫關係。有鑑於中國大陸有 1口3 億人口，目前教廷最關心的

議題之一，即是如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在多邊關係上，與教廷有密切關係者計有 30 多個國際組織

和區域組織，其中包括「聯合國 J (United Nations) 和大部分的

聯合國專屬機構。 1964 年 4 月 6 日，教廷取得聯合國永久觀察

員( Perrnanent Observer )資格。教廷雖不投票，但可出席所有聯合

國大會 (UNGA) 的各項會議。除了聯合國之外，教廷也是美洲

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簡稱 OAS) 和非盟 (A仕lcan

Union 簡稱 AU) 的觀察員。教廷亦有代表駐阿拉伯聯盟( Arab 

League) 

教廷更是「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J (Organization for Secu向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簡稱 OSCE r 歐安組織 j )以及國際原子能總署

( Intem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簡稱 IAEA)的創始成員國。此外，

教廷也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計畫 (Programrn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rnissioner for Refugees '簡稱 UNHCR) 執行委員會

( Executive Comrnittee )的成員國之一。

46 事實上，在許多國家，教廷大使甚至是外交使節囡囡長，其地位
高於各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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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雖歷經教皇國 (Papal States) 之興衰，但為國際法之主

體殆無疑義。

在 1870-1929 年期間，教廷在世俗領地盡失，被當時新興

的義大利王國( Kingdom ofItaly )併吞，但教宗仍然是天主教會的

領袖。教延雖無土地( Papal Territo巾s) ，但在國際社會之中，依

然為主權國家所承認，享有外交豁免權。由此可見教會精神之

韌性非比尋常，可以長存。

一般而言，國際社會( intemational community )強調硬權力( hard 

power) ，亦即現實主義和強權政治。但教廷外交所呈現的道德

和正義，構成了重要的軟權力( so食 power) ，對國際社會的穩定、

和平、正義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參、教廷外交理念的基本原則

二千年來的教宗外交活動，對國際社會影響甚鉅。教宗外

交並非從傳統國家的政治、軍事、經貿、財政利益出發，而是

以天主基督教義為基礎。教廷外交的正當性( legitimacy )乃是建

立在福音的道德權威之上，並且受到國際法的承認和保障。

今日教宗外交政策基本原則，皆與人本有關，可歸納為以

下幾點:

一、人本自由

天主教會以人為本。此一人本主義強調以人為中心( centrality 

ofthe human person) ，重視人性尊嚴、人權、生命權(阿ht to life )的、

47 包括從孕育到發展的各階段生命權( in all the stages of his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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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含eedom of expression )、信仰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 )、

宗教自由( freedom of religion )。人在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生

活中，具核心地位，應充份發揮其才華。

I凹99仍5 年，適逢聯合國成立五十週年48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刊PO咖p阱eJ川O抽hn吋Pa叫u叫III盯I刊)在聯大 (U閃J刑NG臥A)f49演講時指出: r 全球對自由

之追尋( univ 

一 J '而普世人權( uni附ve附r吃叫e缸rs翎叫a訓1 human r呵l也gh岫俗)建立在人本白由的基礎

之上。言下之意，教宗認為，否認人權之普世性( universali可 of

human 月hts )乃是一件必須嚴重關切的事情( a matter of serious 

concem) 。

天主教義認為，由於政治社群( politi叫 community )之目的在

於保護、創造成員的「公益 J (common good )鉤。公權力機關，

只有在維護公益時，方可要求公民服從51 。換句話說， r 人本

自由 J '一切以人為中心。所有法律、制度、結構、計畫，皆

在於為個人，或社會之中的各個成員服務。

本於此，教廷積極參與各項有關人權的國際會議。教廷也

簽署和批准了多項保護和推廣人權的國際公約，包括「消除各

種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J (Intem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rn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 52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

48 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成立於 1945 年， 1996 年剛好滿 50 週年。
相聯合國大會( General Assembly) ，簡稱聯大 (UNGA) 。
50 共同利益或共同福祉。

51 由此可見，市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之理論背景，與天主
基督教義有密切關係。

52 教廷於 1966 年 11 月 21 日簽字。 1969 年 5 月 l 日批准。參見
http://www.ohchr.org/englishlbodies/ratification/9.ht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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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J (Cor附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53 。

國際勞工組織( Intem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簡稱 ILO) 屬於

聯合國體系之中的專門機構，目前有 181 個成員囡"。國際勞

工組織成員包括國家、資方、勞方，共三方( t巾的te) 代表。此

一機構的宗旨在於促進全球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品質( decent 

work) 。其宗旨與天主教社會訓導( Catholic Social Teachi月s )一致，

並深受教會影響。天主教會在該組織之中一直都有代表。例如

耶穌會士裴顧( Dominique Peccoud ) 55曾任職國際勞工局總幹事56特

別顧問( Conseiller spécial )長達 12 年之久 (1996-2007) ，對於照顧

弱勢勞工族群有很重要的貢獻。人在工作時，應為主體，而不

應本末倒置，為工作所奴役。教宗在 Laborem exercens 通諭中

指出，人為了生存而工作，不是為了工作而生存。在國際社會

之中，有些人有意或無意過度工作淪為奴工，有違天主教教義。

二、人本和平

天主教教義主張人本自由。但自由必須與尊重、平等、和

平相輔相成。如果只重視人本自由、而忽略了尊重、平等、和

53 簡稱「禁止酷刑公約 J (CAT)。教廷於 2002 年 6 月 26 曰批准。
參見http://www.ohchr.org!english/bodies/ratification/2.htm 。

54 參見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lcountry.htm 。
55 裴顧 (Dominique Peccoud, 1946.3.21 生)曾任巴黎第七大學教授。
現為法蘭西科技學院院士( Académie des technologies) 。參見

http://www.academie-technologies.合/membres/membresWhosWhoD 

etai l. php?user= l肘。

56 現為智利籍的索馬維亞( Juan Somavia )。參見

http://www.ilo.org/public/french/bureau/dgo/biography.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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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重要性，即可能因為絕對自由、過度自由而造成誤解、衝

撞和戰爭。

天主教教義主張和平，以及和平共存( peaceful co-existence )。

儘管在國際社會之中，有種族、宗教、文化、語言上的差異，

但天主教會堅決辦棄戰爭，反對以戰爭解決問題。天主教會積

極尋求各種建設性的爭端解決方式、並強調和解(即onciliation ) 

和治療( heali月)的重要性。

雖然教廷本身並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軍隊，但為了鼓勵

世界各國建立一個更和平、安定的世界，教廷也以身作則，簽

署、批准了多項國際公約。包括「日內瓦公約 J (Geneva 

Conventions) ，以及多項與「裁軍 J (disarmament) 議題相闊的條

約57 ，例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J (NPT , 1971 年)、「禁止地雷

公約 J (Mine Ban Treaty' 1997 年) 58 、「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J (CWC ' 

1999 年) 59等。

冷戰( 1945-1990) 結束之後，教廷除了主張禁止大規模殺傷

57 關於教廷所簽署與國際人道法( lntem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以前
稱戰爭法)相關條約參 http:川、NWW.icrc.org/ihl.nsflPays?ReadForm&c=VA 。

58 r 禁止地雷公約」於加拿大首都還太華簽訂，因此又稱為叮屋太

華公約」其全名為: r 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及轉移殺傷人員地

雷公約 J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

59 1993 年 1 月 13 日，國際社會締結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J '其
全名為「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

武器的公約 J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凹， Stockpiling and Use ofChemical Weapon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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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武器，亦主張嚴格管制低科技的傳統性武器( conventional 

arms)01996 年 10 月 24 日，教廷駐聯合國觀察員( Permanent Observer 

for the Holy See )馬丁諾總主教(Archbishop Renato RafTaele MaItin0)60指

出，在面臨千禧年之際，應正視傳統武器所帶來的殺傷和破壞。

武器移轉(銷售) ，不能完全倚賴市場法則( laws ofthe market) , 

他呼籲國際社會必須建立有效的法律規範( enforceable rules )予以

管制61 。

2001 年， 911 恐怖主義攻擊事件之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也一再譴責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盲目攻擊行為，並呼籲國際

社會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由於今日人類社會的文明

發展程度尚未達到全面放棄戰爭( totally renouncewar) ，教廷在致

力於世界和平的工作上仍然是任重道遠位。

三、人本民主

教廷外交的第三個原則是民主( democracy )和對話( dialogue ) , 

60 馬丁諾( Renato Raffaele Martino )於 1932 年 11 月 23 臼出生於義
大利沙列諾( Salerno) 0 1986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他為

教廷駐聯合國常駐觀察員 (Permanent Observer) 0 2002 年，他

被任命為正義與和平委員會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主席。 2003 年，被任命為樞機主教( Cardinal-Deacon of S. 

Francesco di Paola ai Monti) 0 2006 年，被教宗本篤十六任命為

「移民及流動人口委員會 J (Pontifical Council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Migrants and Itillerant People )主席。參見

http://www.catholic-hierarchy.org/bishop/bmartrr.html 。

61 參 http://www.un.. or計~ews/Press/docs/1996/19961 024.gads3062html 。
62 天主教會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以非武力方式解決衝突) , 

參見 2005 年 5 月 9 日，教廷駐聯合國觀察員( Permanent Observer ) 

在第 59 屆聯大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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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支持「體制特殊」 (dimcult regimes )63國家。天主教會不

認為某一類型的政治制度或憲政體制是最好的體制，但認為民

主制度可以保障公民的參政權利，並擔負決定國家共同命運的

責任。真正的民主意謂著資訊透明、自由和負責任的選舉64 。

1991 年，教宗在通諭( Encyclical Letter Centesimus Annus )之中

指出，只有在法治國( State ruled by law) 和正確的人本概念前提

下，才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如果沒有終極/絕對真理( ultimate truth ) 

引導政治活動，思想和信念很容易被權力慾所操弄。歷史證明，

有民主但缺乏基本價值，很容易流為明目張擔或遮遮掩掩的專

制集權( totalitarianism )。二次大戰之前的德國希特勒政權，或義

大利法西斯政權皆如是。

四、遵守國際法

教廷外交的第四個原則是遵守國際法( intemationallaw )和多

邊主義( multilate叫 diplomacy) 。教廷一向視國際法為國際秩序

( intemational order )的基礎。聯合國憲章( Charter ofthe United Nations ) 

第 2.1 條65指出，所有成員國主權平等( sovereign equality) ，彼此
之間相互尊重(包括平等和民族自決) ，維持和平友好關係。

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歷任教宗皆對聯合國公開表示支

63 例如共產主義國家或專制集權國家。

64 美國的轉型外交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亦強調民主與
和平、安全息息相關。轉型外交認為，世界上民主的國家愈多，

美國就愈安全。因此美國有義務幫助世界上不民主國家轉型成為

民主國家。

的參見 A口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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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965 年66 ，教宗保祿六世 (Paul VI ' 1963~1978) 在聯大演講

時指出，聯合國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機構( 10何 institution )。國

家之間必須以理智、正義、法律和協商，做為規範原則，辦棄

軍事、暴力、戰爭、脅迫或欺騙的手段。

1995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John Paul II, 1978-2005 )在聯大

演講時指出，國際社會對聯合國的寄以厚望，聯合國有相當好

的成就。但是聯合國要能夠眾望所歸，則必須從目前的靜態行

政部門，提升成為道德中心 (moral centre) ，並發展出能夠共同

分享的價值，使得世界各國真正能夠感受到是處於一個國際大

家庭( family of nations )之中。

歷史多次證明，在國際社會之中，如果缺乏約束國家的「共

同行為準則 J (common code of con恥t) ，其結果總是會導致「叢

林法則 J (Iaw of the jungle )佔上風。在弱肉強食的情況下(拳頭

大的總是對的) ，仇恨、暴力衝突不斷惡性循環。無法平息的怨

氣( unredeemed vindications )和持續緊張狀態( a constant state of alarm) , 

徒然斷送了「和平」的生蟻。

五、大公無私、大愛無私

教廷外交的第五個原則是大公無私的利他主義( altruism) , 

亦即為人服務的精神。教廷在國際社會之中的外交作為，並不

是追尋任何政治、經濟或軍事等有形的物質利益。 1965 年，教

宗保祿六世在聯大演講時指出， r在各位面前，正在向各位說

話的這個人......毫無世俗的權利( temporal power) ，也毫無與各位

的聯合國成立 20 周年。

67 聯合國成立 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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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野心。事實上，我們一無所求，連要提的問題都沒有，

最多也只不過是有個小小的願草:請允許我們在能力所及的地

方，以無私、謙卑，和愛的精神為各位服務」。

教廷認為，家庭由人所組成，國家、國際社會亦然。家庭

在本質上是個社群( cornmunity) ，彼此相互信任( mutual trust )、

相互支持( mutual support )、出自內心的相互尊重( sincere respect )。

教廷認為國際社會亦應如同一個大家庭一樣，彼此相互扶持。

在一個相親相愛的家庭之中，強者不會支配弱者，在國際社會

亦應如此。強者不但不會欺壓弱者，反而會對弱者提供照顧和

支援。基於此一原則，教廷在國際社會之中推動各項政策，極

力扶持弱勢團體，尤其是難民、移民、殘障者、兒童、婦女、

原住民等先天上較不具競爭力，且需要幫助的社會族群。

結語

教廷外交政策乃以人為主體，尤其是人性尊嚴和基本人

權。今日教廷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之中，皆有使節或

代表，但最重要的外交代表還是教宗本人。以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為例:他在世界各國穿梭的距離逾 100 萬公里(相當於地球到

月亮距離的 3 倍)。他鼓勵各國領導者，以公益( cornmon good )為

重，促成了許多國家的制度和社會改革。不計其數的人受到教

宗言行舉止的影響，而重新省思自己的價值觀。 1995 年，他在

聯大演講時，重申人本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沒有人，

一切政治、活動皆無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他並強調新的人文精

神、無所畏懼、發現希望和相互信任。他指出，圓家在制定政

策時，絕不能忽略人本超越的精神層面( transcendent 叩咿1叫r

dim訂ne叩ns叩sio沁0叩n叫) ，否則會損及人的使命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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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篤十六( Benedict XVI ' 2005-)在第一次對駐教廷使節

演講時指出，他將繼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國際社會的使命，

亦即繼續致力於國家之間的和解(即onciliation )和全球的和平

( peace among all nations )。現任德籍教宗本篤十六曾親身經歷第二

次世界大戰、東西德的分裂和共產主義，因此積極主張以對話

( dialogue )解決所有型態的衝突和緊張局勢，以鞏固和平、發揮

博愛精神。他指出，破壞性和非人性的意識形態，導致不切實

際的夢想和幻想，使人受到束縛和壓迫。他鼓勵教會、國家領

導、外交工作者秉持善意團結起來，共同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

時值廿一世紀，教廷最大的挑戰乃在於:如何在一個多元

文化的今天，建立單一的普世價值( universal values) ?彼此之間

相互尊重本質差異，乃天經地義之事。但無論是在雙邊，或是

在多邊外交關係上，教廷一秉初衷，不斷追求真理，試圖積極

建立一個「共同一致的國際道德」。而這些普世價值不但有助

於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s )亦有助於人類公益( common good ofthe 

humanity )之伸張。

事實上，人與人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先天上的差異多

如恆河沙數。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日世界，我們必須有穩定

的理性和充分的智慧來超越不同文化、種族、宗教之間的衝突

誘惑。一方面，每一個人必須認知自己的文化、文明精髓，和

優良價值;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勇於和其他人相互討論，去蕪

存菁，用以豐富自己的精神和物質經驗，以增進人類共同褔扯。

唯有透明、公開地跨文化、跨宗教對話，方能真正發揮人

本主義的精神，為人類社會建立真正的普世價值。 1999 年 10

月 24 至 29 日，在梵蒂岡召開的二十種不同宗教的跨宗教大會

( The Inter-Religious Assembly) ; 2007 年 10 月 4 至 5 日在紐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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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部所召開的跨文化、跨宗教會議( High-level Dialogue on 

lnterreligio山 an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for Peace) ;和

2007 年 11 月 6 日，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沙烏地阿拉伯國王(回

教世界領袖)訪歐會唔教宗(天主教世界領袖)等一連串的事件，皆

為普世價值( unive叫 values) 之建立，開啟了歷史的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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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與環境保護

曹定人 l

本文作者以《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為基礎，收集了各

種相關的資訊，尤其天主教教廷及教宗的言論文告，綜合

出當代天主教官方的環境保護觀點，值得台灣教會的關

注。也請台灣主教們能將之轉至 2008 世界主教會議起草小

組參考。

前 E

「環境保護」的課題肇始於十九世紀後期。一百多年以來，

經過許多有識之士的討論與努力，已經累積成為一個龐大的知

識系統。新的問題、新的知識、新的價值，促生新的法規與新

的行動規範;不同的時期各有主要的討論焦點:廿世紀前期美

國的保育立法， 1960 及 1970 年代歐美國家發起的反污染及公

害防治，乃至 1980 年代的生物多樣性及永續發展;從各國各地

區自行其是，到體認全球合作的必要。推動環保的動力也有不

同的動機:有的以義務責任所驅，有些因為有利可圖，也有些

是為了追尋美的經驗。

天主教會在國際上深具影響力，在環保的努力上也有一定

貢獻。本文仔細分析天主教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所出版的《教

會社會訓導彙編》中「環境保護」一章，來瞭解天主教會的環

l 本文作者:曹定人，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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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論述，發現其從最基本的宇宙觀、人與自然環境的基本關係、

人與科技的關係、環境問題的肇因、解決問題的方法、終極的

希望等相關題目環環相扣，建構成為相當完整的論述。

在環境保護的實踐上，天主教會因有其特有的信仰為基

礎，能夠以樂觀堅定的態度，穩健地做持久的努力。人類對環

境的認識愈多，問題的迫切性與複雜度也就愈升高，而教會作

為世人引導的重要性也是顯然的。

近年來，台灣主要的民間環保團體襄，若要提到宗教性的，

一般人會想到慈濟功德會或法鼓山。他們在系統性的資源回

收、證嚴法師在重要時刻發言反對興建花東高速道路、聖嚴法

師提倡心靈環保等行動，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一般的環保

討論中，很少有人提到、甚至想到天主教會(或其他基督教派)。

相對於其他有關和平、正義、人權、生命及社會議題相闊的論

述，天主教會無論在世界性或地區性的環保或永續發展的論壇

及行動，似乎沒有特別令人振奮的事蹟或聲音。不可否認，社

會觀感的形成，與新聞媒體報導與否、報導多寡等，有很大的

關係。由於宗教對緩和環境濫用上，能夠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而天主教會是深具影響力的國際超級組織，可以引導全球十億

天主教徒保護自然環境，其效果是極可觀的。教會如何看待環

境保護這個重大議題?教會的立場如何?教會的立場對普世保

護環境的努力，能夠提供怎樣的助力?這些問題是本文探討的

要點。

一、近世環保運動的主要訴求

(一)環保意戰之形成

古今中外，每個時代都有一股愛慕自然、欣賞自然、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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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自然的聲音。也都有智慧的導師報導百姓要尊重和愛情自

然，以求能「永續利用」。例如《孟子﹒梁惠主篇)) : r 數苦

不入垮池，魚、華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不可勝用

也 J '聖經中也記載: r 六年要耕種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園，

收藏地的出產。第七年，地要守安息，就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

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 J (肋廿五 3-4 )。但是千百

年來，這股聲音其實是很微弱的。在政治角力場上、在殺戮戰

爭場上、在經濟發展競賽中， r 自然」被等同於「自然資源 J ' 

是被用來克敵致勝的基本要素;至於愛慕、欣賞、師法的自然，

則屬文人雅士在茶餘飯後的浪漫與清高。自然總是提供我們生

命之所需，沒有人能想像自然竟會需要保護。

近二百多年以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驚

人變革是顯而易見的;但它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巨大傷害以及

可怕的後果，則需要較晚近，透過較大的智慧才開始洞見。 1864

年，美國的 George P. Marsh 出版了《人與自然>> 2 ，是第一部駁
斥富裕神話，疾聲呼籲改革的書。他警告，人類任性破壞、恣

意浪費的結果，地球「正快速成鳥不適合人類的居所， ......人

類若繼續這樣犯錯下去，不顧未來，將使地球進入產量低落，

地表破碎，氣候劇變，致使物種劣化，野蠻橫行，甚至絕減」。

這本書被譽為「係育運動的源頭」。

大約同時，歐洲、美國開始有一種回歸自然的呼聲，也發

生了一些對後世影響深遠的自然保育運動。其中最著名的可算

2 Marsh, G. P. ,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Repri肘，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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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耳( John Muir) 。他長年居於美國加州優勝美地山谷地區

( Yo間nite Valley) ，認為大自然就是他的教堂，是他感受和禮拜

上帝的地方;因此，保護大自然就成為一場神聖的戰役。他勤

奮記錄、分享他的感受和理念，奔走呼籲。 1872 年美國黃石國

家公園成立，是為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 1886 年奧杜邦學會

( Audubon Society )成立，最初以賞鳥為主，後來成為綜合性的保

育團體。 1890 年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成立， 1892 年繆耳組織美國

加州居民成立了「西耶拉山會 J (the Sierra Club) ，目的是為了

保護優勝美地這個新的國家公園，因為管理國家公園的法令依

據，國家公園服務法案( National Park Service Organic Act )要到 1916

年才通過，而那時美國已有 33 座國家公園。

廿世紀初期，美國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1859-1919 ) 

以大力推動自然保育著稱。他的動機，除了他本人對大自然的

喜愛，更是為了後代子孫的褔豈止。 1907 年，他對國會演說中有

如下的言論3 • 

「係育及適當利用我們的自然資源是一個根本問題，

我的國民生活中，幾乎所有的問題都以它為基礎， ......我

國目前享受著高度繁榮，而且若能正確使用此一繁榮，它

就是未來成功的保證。......但是，我們必須高瞻遠囑，必

須暸解浪費與破壞我們的資源，剝削與耗盡地力而不善加

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結果終將損害我們子孫應享的繁榮，

而這種繁榮是我們原來應該將之擴大與發揚後交付給他們

的。」

3 Bishop, D. (ed.) , Living Documents 01 American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中譯《美國歷史文獻選集>> (香港:今日世界，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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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育工作之推動並不容易。李奧波( Aldo Leopold) 1948 

年曾指出4

「保育之路走不通，我們溫用土地，因烏我們將它視

為屬於一己的物品( Comrnod叮) 0 Ir只有』當我們視土地為

我們所歸屬的社區( Comrnunity) ，我們才能開始懷著愛心與

尊重來使用它。」

他所揭示的土地倫理，至今仍是世界保育理念的圭梟。

當時，這些理性的呼籲尚不足以引起世人普遍的警覺和重

視。人們需要更具體的資訊、更震撼的警告。 1962 年卡爾遜

( Carlson )所著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喚醒人們開始注意農藥

污染環境之深遠，從而催生了以反污染、防止公害防治為主的

「環境保護運動 J 0 1960 年代，美國阿波羅太空船從外太空拍

攝到地球這個藍色的星球，有如一艘孤寂的太空船，漫遊在浩

瀚宇宙之中，而地球上的人類都是這艘太空船上的乘客，大大

提升了人類對地球生命共同體的認知與感受。當時一般人可能

認為環境問題就是環境問題，只要國家立法即可。各國紛紛設

置環境保護的機構來處理環境問題，我國的環保運動與各項主

要的環境立法也都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建立。

1972 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

議 J '並發表《人類宣言)) ，勾勒出人類對環境的權利範圈。

同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成長的極限>> '該書以宏觀的角度，

全面探討地球上人類所處的現況，包括資源使用、社經發展、

Leopold, A. ,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 

(Special Comrnemorative edition first issued as 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趴 Paperback‘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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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染等，為以追求經濟成長為唯一目標的工商社會描繪出

一幅頗為悲觀的前景( Donell泊， et al )。次年， Schumacher 出版了

《小即是美)) (Small is Beautiful : Economics As lf People Mattered) ， 對

於傳統「愈大愈好」的生產準則以及物質主義提出質疑;同時，

在兼顧自然資源、人性尊嚴與社會生命力的前提下，提倡使用

「中度科技 J (Interrnediate Technology) 來從事生產。雖然他未曾

提出永續發展這個名詞，但他重視可持續的均衡( Sustainable 

Equilibrium) ，以一個經濟學家的立場，關注到資源使用與分配

的正義問題。

「永續發展」最早是由「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 Intem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聯

合國環境規劃署(山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閃J別NE叭P盯) ，以及世界野

生動物基金會(World Wild旭d Fund fi伽o昕rNahωlre吭， WWF盯)等三個組織在 1980

年出版的「世界保育策略 J (World Co叩n肘1S詞蚵e叮rvatlo叩nS卸t甘ra耐t紀egy )中提出。

1980 年代中期，由於科技長足進步，能夠提供比較完整的資

訊，讓我們更能具體地認識到人類生存所繫的地球生態圈，已

經遭到嚴重傷害。而罪魁禍首不只是富裕的工商大國過度消

費，許多貧窮國家為了求溫飽也同樣在傷害地球環境。許多環

境問題雖需要在地行動( act locally) ，卻仍不足以解決全球性的

共同問題。

1984 年，聯合國委派挪威籍的布蘭特倫女士( Gro Ha巾n

Bru仙nd) 主持「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J '針對廿一世紀以後的永續

發展，研擬長期環境策略。當時有人主張這個委員會應該只討

論環境問題，也有人主張「發展應該專注於窮國如何致富」

但委員會終能超越這些狹隘的觀念，堅持「環境無法獨立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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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類行動、野心與需求 J '相信「發展」絕不限於少數專家

來談援助的問題。而他們的基礎理念是: r 11'環境』是人類生

活之所在，而『發展』是人類為諜求生活之改善而做的事，而

這兩者乃是無法分割的 J (WCED) 。

委員會的報告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 ( Our Common Future) , 

於 1987 年正其提出。「永續發展」被定義為「滿足目前需求的

發展，而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他們那時之需求的能力」 5 。在深

入闡述問題及建議可行的方法之後，推出以下八點原則做為各

國制訂政策的原則:

l.促進成長(以消研貧窮)。

2. 改變成長的本質:成長必需具備可續性、平等性、社會公

義與安全性做為社會目標的堅實基礎。

3. 保育並提升資源基礎:包括全面減少污染，注意生態保育。

4. 確保人口於可持續之水平。

5. 調整科技方向並管理危機。

6. 決策應整合環境與經濟。

7. 重整國際經濟關係。

8. 加強國際合作。

這是「永續發展」觀念的建立與方向明確化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此時，世界各國的共識已經是:保護環境不只是科技問

題，其本質以及解決方法必須同時考量經濟與社會面向。

5 見 World Comrn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 

Our Common Futu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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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世界環境高峰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在巴西的旦約

熱內盧舉行，有 172 個國家與會，其中有 108 個國家的元首親

自出席，會議通過了「廿一世紀議程 J (Agenda 21 )、 fI聯辭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J (印Ur旭划mt即te吋d Na剖甜t缸切1ω叫O臼n肘IS Framework Con盯lV問e凹凹叫n叫叩ltlOn

Change ' UNFCCC )以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 J (United Nations 

Conve肌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等多項重要的決議。廿一世紀議程

仔細陳列了永續發展的內涵，作為各國行動的參考;而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後續行動，則催生了《京都議定書>> (1997) ，成

為全球各國為溫室效應氣體減量、正視全球氣候暖化問題的行

動意願表白。 2002 年雖有第二次地球高峰會在南非約堡舉行，

但由於世界耗能大國遲遲沒有具體行動，其聲勢及結果均不若

十年前的第一次峰會。

地球暖化一直是個高度爭議性的題目。首先，什麼叫暖化?

地球是否確實暖化?造成地球溫度上升的原因有許多，例如太

陽表面週期性的變化、地球史上也曾經有過幾次暖化/冷化的

驟變，那麼這次的變化是否必然是人類進入工業化之後，大量

使用石化燃料所致?這每一個問題都是科學研究的大挑戰，也

都沒有簡單明白的答案。幾十年以來，研究的工具與方法都有

驚人的進步，龐大的資料指出全球暖化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推

測可能發生的影響如海面升高、強大颺風增加等，也似乎都已

經開始出現。

2006 年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主導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

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A Global Waming) 在全球上映，大大提

高了世人對地球暖化問題的重視與憂心。更有人士大聲疾呼「全

球暖化」已經不足以適當形容我們現今的危急處境，而提議用

「地球熱化 J (Global Heating )來促使人類採取重大的防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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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歷史上的重大戰役裹，當環境不利時，先大舉撤退，重新

編整後，才能再度出發，所以，當今的要務不是奢談發展，而

應考慮如何做出戰策性的撤退( Lovelock )。

2007 年 11 月 17 日，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公布第四次，

也是最新報告 L 明確指出「懷疑的時間已過。 IPCC 已經無疑義

地確定我們的氣候系統已經暖化，且直接與人類活動相關。減

緩甚至逆轉地球暖化的趨勢，是定義本世代的挑戰」 6 。

氣候變遷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龐雜的生態、經濟、社會及

政治問題，是廿一世紀的全球人類無法逃避的大挑戰。

(二)環保運動的主要訴求

綜觀這一百多年來的環境保育運動，可謂形形色色、多彩

多姿。而我們探究他們的訴求，則可大致分成下列三大類:

1.美善與神聖經驗的追求

這種訴求相信「自然是美善的終極來源」。為了讓世人都

有機會來認識、經驗好山好水，必須努力保留美好的自然，避

免被過度開發所破壞，因此透過立法或其他各種努力保留自然

生態。當年美國的繆耳、李奧波等人、各國的國家公園、英國

的國家信託基金( National Trust) ，以及後來各國仿效其精神及方

法的團體、基金會等都屬此類。

此外，許多民間組織以知性與感性為訴求，藉由教育分享，

6 見: http://www.ipcc.ch/ o <<聯合報)) II 月 18 日的報導用橫跨全版
的標題說 r IPCC :氣候變遷沒救了，只能努力適應」恐有誤導之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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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世人欣賞自然之美，進而興起憐愛保護之心，支持各種保

護環境的立法與行為，也對破壞自然生態的行為加以抗議譴

責。例如美國的奧杜邦學會、國內的野鳥協會、荒野保護協會

等。這個陣營裹，也包括許多科學家、藝術家，以他們的專業

和才華，把自然的美麗與多姿普及到社會大眾的生活襄。

2. 責任義務

接受聖經訓誨的，都從《創世紀》襄知道，上主當時將祂

所造的交給人類使用管理，因此，人類有責任，善加管理是應

該的本分。受神之託'忠神之事;事做不好，愧對上主。這種

「良善管理 J (Good stewa的hip) 的責任感，有著超越現世的終

極屬靈目標，也是歐美許多國家環保運動的神學基礎。

另有一種責任感，則是基於跨世代正義的原則，要為後代

子孫保留他們生活及在賣存所需要的環境資源。聯合國主導推動

的永續發展，所本的正是這種義務的認知。

3. 實利導向

這大概是最普遍、最直接、最根本的訴求。實利又可大分

三種。第一種為護衛個人健康及生活品質。世界各地最強烈的

反污染環保抗爭，都因為居民的生命與健康受到威脅。台灣最

早期的環保團體如各地的「白救會」、主婦聯盟、各圈政府都

屬此類。眼光深遠者更意識到「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居所 J '除

了地球，人類別無可居之處，因此奔走疾呼，企圖喚醒世人的

求生意識，進而採取行動。最近，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不願

面對的真相)) 7 、英國生物學家拉扶羅( James Lovelock )的《蓋椏

7Gore, Al., An Inconlyenifent Truth--A Global warning(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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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復)) 8都屬此類。無論是恐懼自身受到傷害或是害↑白「自然

反撲 J '這種訴求的核心動力是恐懼。

第二種實利可謂經濟利益。許多科學家及企業體認到我們

知識的有限，而龐大的未知部分可能存有值得開發應用之重大

利益，如重症的解方，因此不樂見自然一知識的終極寶藏一在

被透徹研究之前就被破壞殆盡，囡此投入保育。另有製造業者

在研發降低污染的製程中，發現許多減廢的設計反能節約成

本，因而不再抗拒環保，甚至開始鼓吹環保。

另有相信輪迴轉世的宗教，積極採敢環保行動是想為來世

積功德;更有信徒參與環保、愛護地球，是因為相信「地球要

好好保護，因為下輩子還得回來位」。就這個觀點，現世的實

利也可轉換成來世的福祉。

(三)環保訴求的深層動機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用五層需求金字塔來解釋人的行為動

機，他的理論架構創立了動機研究先河，後續的許多研究對這

個架構雖有些修正，但他的理論仍有一定的解釋力。他經過長

期研究後歸納出，人的需求有不同的層級:最基礎的是生存需

求，第二層是安全需求。人有了最根本生存所需的食足衣暖之

外，還希望有進一步的保障。接下來是社會性的需求，需要愛，

需要有歸屬感。第四層是尊重一希望對人群社會做出貢獻，也

得到他人的認可。最高的層級是「自我實現 J '也就是生命最

Paramount Classics, 2006) 

BLOVElock, James- , The REVEnp qf Gaia ﹒ rt有'Y the Earth is Fighting 

Back -and How We Can Still Save Humani紗， (Penguin Book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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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意義的體現，諸如創意的發揮、道德的實踐、知識的增長、

美善的體驗、感恩的心態等。後來他又從第五層再分出更高的

一層，即「自我超越 J (self transcer吋nce) ，可說是屬靈的需求，

它不同於自我實現之需求中其他各項，因為其他各項多少可以

從較低層級得到部分滿足。人的行為動機是尋求需要的滿足。

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就會尋求更高層需求的滿足;而一旦

需求層次向上提升，較低層需求的迫切性就可能降低。

若用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來看前面所陳述的環保訴求，可

以明顯看到驅動各種環保運動的需求層級不盡相同。實利導向

類，尤其是抗污染、防公害團體的訴求，主要在第一、二層;

尋求美、聖經驗的主要在第五、六層;責任義務最適當的層級

應該是第四;而第三層的社會需求可以從團體合作、共同護衛

環境的過程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為使環境得到保護，各種層

次的動力所產生的貢獻都有其價值，也都值得珍惜。

二、天主教會的環保論述與立場

天主教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所出版的《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中文試譯本 2004 年出版)是「眾多教會社會訓導文件的綜合彙

編 J '書中引用了大量教會文件及著作，包括不同年代頒佈及

翻譯的教宗通論、文告、講辭，以及教廷不同部門的文件、大

公會議文件、新編教理和教父著作等( xix) ，應是瞭解教會立

場及訓導最直接、最完整的資源，而其中第十章便為「環境保

護 J (Safeguardi月 the Environment ) 9 。由於環境生態問題可算是「近

9 該章的英文標題為 Safeguard the Enνironment 0 Safeguard 有保衛之
意，其意涵較「保護」更有積極、主動的成份 r護衛環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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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議題，所引用的文獻，除聖經之外都是二次大公會議之

後的。相對其他社會議題，此章僅佔十頁( 246-265 頁) ，篇幅可

謂簡約，但仍然可以看到一個相當完整的論述。全章大分為四

個主題:聖經的觀點 (Biblical A恥的s )、人與受造物的宇宙( Man 

and the Universe ofCreated Things )、人和環境關係的危機( The Cris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訊~een Man and the Environment) ，以及共同的責任 (A

Common Rc叩ons崗山

(一)天主教會的環保論述

1 人是世界的守護者與管理者

本章開宗明義就根據《創世紀》指出: r世界走上主的禮

物，是祂交託人類妥善管理和活動的地方和計劃」。而整個創

造工程的高峰，是上主認為「樣樣都很好」。天主「照自己的

商像造了男人和女人，並......將祂所造的一切全部交託人類治

理，務求大地萬物和諧共存不斷發展 J (451) 10 。這襄有兩個

最根本的訊息，可說是整個論述的基礎:一是人類是世界的守

護者與管理者，二是大地萬物和諧共存。在基督宗教文化裹，

人周遭的生物是上主恩賜的禮物，並由人懷著對造物者感恩、之

情去養育和守護。從本罵會和方濟會的靈修精神尤其可見，人

和人類環境之閉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培養了人尊重身邊各種

事物的態度 (464 )。

2 負責任地適當使用科技

環境危機的促成因素眾多，其中科技發展是最重要的一

能更為貼切。

10 註:此段圓括弧內數字為訓導彙編內所採用之段落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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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會對各種科技發展的立場是肯定的:科學和技術的成果

本身都是好的( 457) ，理應為人所用( 456) ;而衡量每項科學

和技術的主要標準，就是對人的尊重，以及對其他生物的尊重

( 459 )。但教會同時強調責任， r 人類智能越增進，如l個人及

團體所負責任亦越大 J (457) ;強調「適當使用 J (458) ，因

為「如泉(人)溫用大自然， ...... '與其說是治理，不如說是暴

政 J (460) 。而最理想的狀況則是: r 人類可以憑著本身的智

慧，全力跟上主在創造工程中合作，這實在是上主賜與世人的

榮耀 J (460) 。

3. 環境失衡的肇因

當今環境失衡的現象， r 是長久的歷史和文化過程的結

呆， ......最初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以為能源和資源都是取

之不竭的，而且可以迅速地再生......。這種態度是......由唯科

學主義和專家論等觀念而來 J (461) 。由於「正確了解環境便

不會把大自然功利地低貶鳥任人操縱和剝削的對象 J (463) , 

吾人亦可推出，知識不足或錯誤應是另一重要原因。同時，也

不應把大自然絕對化，讓它凌駕於人性尊嚴之上。

4 人類終極的希望在基督的救贖

雖然人類與自然之間存在不平衡，卻因為耶穌帶來了人類

與天主間的和好，一切受造物都參與「由上主巴斯卦奧蹟而來

的更新。......雖然所有受造物都等待脫離敗壞，在期待生產出

『新天新地』時痛苦地呻吟......。與此同時，在這救贖之外別

無其他 J (454' 455 )。也就是說，無論環境問題多麼嚴重，基

督徒可以因為所信仰的耶穌救贖，而得到終極的和解一與天

主、與人、與自然、與一切其他的受造物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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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類與天主的關係決定人與環境的關係

針對現世各種環保運動，教會「反對以生態中心主義和生

物中心主義烏主的環境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把整個生命層視為

價值一致的整體，因此提出消除人類和其他生物在本體土和價

值上的差異。......因此人並不必肩負最大的責任 J (463) 。反

過來說，就是人類理所當然要為環境問題擔負最主要的責任。

教會並強調「人與天主的關係決定人與其他人、人與環境之間

的關係」

6. 保護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

本章第四主題為「共同的責任」。在此，再次強調自然環

境是所有人類共享的恩賜，保護環境不獨是為了滿足目前的需

要，亦是為了未來所需。這是今天的人類對後代的責任( 467 )。

大地萬物的使用要依照「與仁愛不能分離的正義準則，~平地

流入每個人手中 J (481) 。尤其不能忽視原住民( 471 )及最貧

窮國的發展的特殊需求( 483 )。

文中有一段針對使用生物科技的責任探討( 472-474 )。因

為深知生物科技的強大和廣泛影響，故「不應輕率或不負責任」

( 473) ，最重要的是考慮公義和團結關↑裹的標準，不要錯誤地

以為只有生物科技才能解決貧窮和低度開發等迫切問題

( 474 )。在國際團結的精神下，要消除不公平的協定，協助他

們(弱勢民族)發展必要的科技自主，亦要鼓勵科技知識交流，

並轉移技術至開發中國家( 475 )。而研發人員、企業家、政府

行政人員、立法者、資訊業者各有其職責上應擔負的責任。

7. 實踐的方法

要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要先了解生態災難是全球性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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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且必然地要在國際層面去解決( 466 )。保護環境的責任

應在司法層面實踐，因而呼籲國際社會「要制定一致的法規，

可讓各團政府更有效地控制破壞環境的活動 J (468) 。在決策

時，若遭遇資訊不足或數據互相矛盾時，建議以「預警式原則」

(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採取一些暫時性的措施，等到有更多新

證據時再做出修訂。這個原則鼓勵學習更多、更全面的知識，

同時也一定要有透明的決策過程( 469 )。任何經濟發展計畫，

必須「尊重自然界的完整與週期性 J '並應預計所需的代價，

不以取得最大利潤作為它的唯一目標，因為純以金錢來衡量成

本與效益根本不能確保環境受到保護( 470 )。

然而，只有法律是不夠的，人們需要更有責任感，並徹底

改變思維和生活模式。 486 節進而說明「以追求真、善、美和

因尋求大眾去益而與別人共融，是消費、儲蓄、投資的因素，

要打破消費主義的邏輯，要在個人和社會層面上做到節約、自

制和自律」。這種態度的動力是人們「重新覺醒到所有在地球

居住者，都是互相依存的」。更重要的是， r處理生態問題時，

不能只是懼怕破壞環境帶來的可怕後泉，更應把它自成一種強

大的動力，促使人們走向世界性的真正團結合一、休戚與共」。

(二)天主教會環保立場的特點

綜觀整個天主教的環保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幾個特色，是

一般世俗的論述所無法比擬的。

首先，最顯然的，整個論述的基礎乃是天主教的核心信仰。

人類的生命與居所同為天主所造，原本一切都是美好的。環境

危機的本質是既有的和諧關係遭到破壞，一如人與天主的閱

(系。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相信人與天主修好的基督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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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追求天人和諧的大前提之下，我們懷著樂觀、感恩的態

度，來做一切該做、能做的事。這個論述的基調是滿懷希望的，

因為天主教的信仰就是如此。

再者，教會所主張的環境保護是全面的、廣義的，即綜合

永續發展、反污染、公害防治、生態保育、心靈環保，追求人

性尊嚴與公平正義的生命。環境保護固然重要，但它是人類尋

求公平正義、重建和諧世界的努力當中的一項。雖然教會不可

能不知道環境的惡化與世界人口壓力正向相關，但仍堅持反對

違反道德的絕育方法和墮胎( 233) ，因為那將侵害個人和家庭

的尊嚴( 234 )。這個基本堅持，曾使許多世俗的保育團體對教

會不耐，甚至失望。我們應該可以理解，以教會的立場，環境

保護固然重要，但個人與家庭的尊嚴更是必須傾全力維護的根

本價值。在教會現有的價值結構裹，環境問題並非絕對優先。

一般世俗的環保論述，常使用激烈修辭來描述問題的嚴重

性，營造解決問題的迫切感，企圖藉以促成行動。最近兩年，

地球暖化已經成了環境保護最迫切的課題，其影響之深之遠，

超過以往任一個環保議題，可預期地，呼籲者的言辭也更見強

烈，例如「大地反撲」、「大地報復」等令人慌張的恐嚇。這

種危言聳聽的辭藻，在教會的環保論述襄是完全看不見的。相

反地，整個論述所呈現的是沉著、穩定、不著急，沒有規避問

題與責任，但也指引世人應行之道。作為全球基督徒的領導，

這種沉穩是重要的，也是彌足珍貴的。

在這份論述中，我們也看到一套完整的方法。除了重視尋

求正確而完整的知識之外;在實踐上，呼籲從個人做起，在生

活的各個面向都力求做到節約、自制和自律;而在工作的職位

上，每個人又各有工作上的能做、當做之事。政府及企業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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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當然也各有所應負擔的責任，連做規劃決策時所應注意、考

慮的原則都詳加陳述，甚至連圓際社會的運作原則也考慮在

內，教會用心之善、之苦是顯然的。

論述中提到本篤會和方濟會的靈修， r可見人與環境之間

的密切關係，培養了人尊重身邊各種事物的態度 J (464) 。天

主教的環保論述在實踐上，仍是以靈修為本。靈修(心靈環保)、

個人環保乃至於永續社會，在精神上與行動上實是一以貫之的

一因為愛天主、愛天主的受造物，因此不浪費、不污染、不任

意殺傷破壞、尋求公平正義;有堅實的靈修基礎，所以甘於守

貧、節制私慾，才能對抗現今主流經濟理論及奢華價值觀，才

可能有力量做出世俗難以做到的自制和自律。

許多人都知道世人必需要做出重大的改變，環境問題才有

得救的希望;大家也都在呼籲'例如 1992 年地球高峰會的大會

訊息就是: r 若要帶來必要的改變，非從吾人態度與行鳥的全

面改變沒有可能 (nothing less than a transformation of our attitudes and 

behavior would bring about the necess的 changes) J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態度與行為的改變是很困難的。然而，我們再訪馬斯洛的需求

金字塔，可以看出天主教的這套環保論述所針對的人性需求是

全面的，照理說，天主的子民應該能夠比一般世人更容易產生

改變的行動力。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有關「環境保護」論述所依據的文

獻，除了聖經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會在現代世界牧

職憲章》外，幾乎全是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發言。新任的教

宗本篤十六世就職兩年多以來，是否帶來重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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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論述

從教宗就任以來，兩件通論及最近多次的公開發言可以明

顯看到，他未曾遠離教會的基本論述。無論是他的牧函或其他

致詞、書信等，最根本、最核心的出發點總是天主的愛與人類

的終極希望。對環境問題嚴重性的評估、行為後果的考量，只

在特定有關的場合提起，且在在都仍然以人類尊嚴、世界和平

安居為出發點;只有在陳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時，加重著墨。

2007 年 5 月，教宗在給「宗座社會科學院」的致詞襄說11 • 

「世界正面臨三大挑戰，都只能藉由發諸仁愛之心，

堅強承諾促成較廣大的父益才能解洪。......第一就是環境

及永續發展。......為能承接這個挑戰，我們需要促進並護

衛真正『人類生態』 (human ECOlogy )l2 的道德條件( moral 

conditions) ，這也正要求我們不僅要對受造物負責，還要廣

及所有的鄰人( ne恥bours) 一無論時空相隔多遠一乃至於造

物者。」

同年，在世界和平日的演講中他指出:

門、類若真正想要和平，必須要更注意自然生態典人

類生態之間的聯結。過去的經驗顯示，不顧念環境必定傷

害人類的共存，反之亦然。...... J (8) 

9 月，在致君士坦丁宗主教的信函中，他說: r保育環境、

促進永續發展，特別是注意氣候變遷，是人類全體嚴重的課

題」。教宗所冉的詞彙是 r matters of grave concern J 。

11 Asia News , 3/5/07 , Vatican City. 

12 人類生態為一學門，探討人類及人類社會如何與自然及環境互動
(Wik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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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行動方面，教廷在 2007 年的成績是引人注意的。 4

月，教宗召開了一個非公開的氣候變遷研討會，雖說非公開，

但歐美國家的媒體顯然都知道這件事，也在報導中提到( Rocca, 

Macintyre) 0 6 月，梵蒂岡宣佈聖伯多祿大殿右翼教宗接見大廳

己加裝太陽能電池板，接見大廳所用能源可全部取自太陽。 7

月，梵蒂岡宣佈其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達到「碳平衡( carbon 

neutral) J 的國家，因為在匈牙利國家公園內種樹可經過「碳交

換」而抵消梵蒂岡使用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 Rocca )。

有記者開始注意到「近來梵蒂岡的官員對環境保護有較多

去開發言」 (Fisher )13 。確實，教宗之外，還有多位主教在不同

場合發出關懷生態及氣候變遷的呼籲。例如教廷駐聯合國大使

Migliore 總主教在聯合國的演說指出: r世界需要一個『生態的

悔改 (ecological conversion) .lI '才能嚴謹地審察現有的思想、生

產及消費模式」 l4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的馬蒂諾樞機表示:

「環境變遷的問題不只是有關科學家的事情，每個人都應該關

注」的。其他地區的主教，如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溫斯基主教、

蘇格蘭的歐康諾主教、澳大利亞的圖希主教等都曾經在他們的

責任牧區，在適當的場所、適當的時機發表關於氣候變遷的言

論，也都經由教會的新聞媒體報導，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2008 年 4 月，教宗預定出訪聯合國並發表演說。英國的《獨

立報》預期，屆時他可能會提出氣候變遷的重大警告，並將保

13 Fisher, Ian. “ In Austria, Pope Emphasizes Protection ofthe Environment", 

and “Pope Rules Quietly, Quietly, but Maybe Actively, Actively"、

New York Times (9 /1 012007). 

l4CatholIC NEws SErvice (27/lO/06) ，泊中://www.catholicnews.com/
15 Catholic News Service (27/4/07) , http://www.catholi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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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環境視為天主教會及十億教友的道德志業( Moral cause) 16 。男

一方面，卻也有評者提醒讀者，由於「證據薄弱 J '教宗未必

如媒體報導所企圖形塑的那般擁抱環保運動: r 不同於世俗的

環保主義者，教宗本篤眼中的護衛地球資源，僅為那更大的道

德挑戰之中的一部分:矢志護衛天主的律法( the cause of preserving 

God's law )」 l7 。

《紐約時報》的記者曾經描繪新教宗的領導風格，是「安

安靜靜地，但也可能是積極主動地」 l8 。義大利 La Stampa 的梵

蒂岡觀察家 Marco Tosatti 也說: r他(教宗)想以他一貫的方式

行事:和緩地，安靜地」。無論媒體記者如何報導，世俗環保

論者如何期待，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教宗除了安靜、和緩、積

極、主動之外，更會是堅定地、智慧地領導教會，乃至於全世

界，來面對人類廿一世紀最艱鉅的環境挑戰。

(四)在地教會的行動

台灣的天主教界過去並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環保旗幟，在

個人層面卻有一些令人尊敬激賞的典範。例如:谷寒松調查研

究台灣的生界品質、成道學透過教育，示範如何力行環境保護;

區紀復在監寮以簡樸的生活見證天主的豐富;樂俊仁在行醫之

16 Macinty間， James,“Pope to make climate action a moral obligation", 
Jndependent, (09/22 /2007) , 

http://news.independent. co.ukleurope/article2987811.ece 

17 Lawl哎， Phil.“Has Benedict XVI embraced the environmentalist 

movement?" Catholic World News, (09/24/2007) , 

http://www.lifesite.間的dnl2007/sep/07092407.h如註
18 

Fisher, Ian,“Pope Rules Quietly, Quietly, but Maybe Actively, 
Actively", New York Times (1 1/2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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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領導花蓮地區民眾抵擋公害污染產業;李秋涼用生命的經

驗教導眾人活得更健康、更自然等。他們聽從召喚，用各自的

方法，默默地身體力行，做該做的事，做能做的事。雖然說教

會在人世間的首要工作原本並不是保護環境，而是傳佈天主愛

與和好的訊息，但有鑑於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其對建立公

平正義的社會的傷害，世人對教會又有著高度的期待，教會積

極回應，擔起領導的角色也是不容推辭的。

作為在地教會領導的主教們，可以充份利用社會所賦予的

高度尊崇與信任，效法教宗的精神，一方面努力尋求瞭解環境

問題，一方面做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主動出擊，不僅在教

會的傳媒發表/報導，更可廣泛使用一般媒體，在社會上發揮

應有的影響力。堂區的牧者與平信徒，則可以利用既有的善會

組織與方法，加入「守護環境」的事工，從自身做起，從近身

做起，為天主做「良善的管理人」

t主 量五
II'[J [1口

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高爾 IPCC' 理由是「他們努力

建立並散佈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的知識，也為對抗此種鉅變所

需的做法奠立基礎」。他們的努力有效提醒世人地球暖化及氣

候變遷的嚴重性。《時代雜誌》在 2007 年 10 月 29 日出版了一

份特輯，主題是「環保英雄 J 。這些英雄們來自各行各業，來

自世界各個角落，他們共同的特色就是 f.盡其在我，為無言的

地球發聲 J (37 頁)。做為天主的子女， r 為所當為」是為了光

榮天主，讓世人看到天主的美善，並不汲汲營營於世俗的讀美

與榮耀。但是，他人的努力與成績也值得欣賞與學習。

天主教會最大的優勢，是有其特有的信仰為基礎，能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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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堅定的態度，穩健地做持久的努力。面對人類前所未有的

氣候變遷大挑戰，教會是否能領導世人渡過這個廿一世紀的紅

海?

參考資料

1.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LIBRER1A 

EDITOR1CE VATICANA ' 2004 。

2. 鄭先佑， ((人類生態與社會文明)) ，幼獅文化事業， 1994 。

3. 曹定人， (永續社會) ，收於《永續發展導論)) ，李公哲

主編，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策劃， 1998 。

4. 谷寒松， ((台灣生界與生活品質)) , 1994 自行出版。

5. 區紀復， ((睡寮淨土)) ，星晨出版社， 1995 。

6. 李秋涼著，晴川撰寫， ((有機換生機)) ，聯經出版社， 2004 。

7. Ashby, Eric, The Leon Sloss Junior Memorial Lectures in 

Humanities: Reconciling Man with the Enviro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譯 《人對自然的和

解>> '曹定人譯，十竹書屋出版， 1988 。

8. Bishop, D. (ed.), Living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中譯《美國歷史文獻選集)) ，香港:今

日世界， 1987 。

9. Carlson, R. ,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 ff1 in Company, 1962. 

10. Donell泊， M. et a1., The Limit ofGrowth , 1972. 中譯《成長

的極限)) ，用浩正、孫志寧合譯，幼獅出版社， 1973 。男

有朱厚樓、胡薇合譯，巨流出版社， 1974 。

11. Leopold, A. (1 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Special Commemorative edition first issued 



天主教與環境保護 161 

的 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87. 

12. Marsh, G. P. (1 864)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α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3. Milbrath, Lester W. (1 989) Envisioning A Sustainαble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中譯 《不再

寂靜的春天)) ，鄭曉時譯，天下文化出版社， 1994 。

14. Schumacher, E. F. (1 973) Small is Beaut~戶1: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Perennial,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5.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 Gore, Al, An lnconvenient Truth: A Global Warning (DVD) , 

Paramount Classics, 2006. 

17. Lovelock, James. (2006) The Revenge 01 Gαia: Why the 

Earth is Fight Back -and How We Can Still Save Humani矽，

Penguin Books. 

18. 教宗本篤十六世 ， Saved by Hope (Spe Salvi) 通諭， 2007 

年 11 月 30 日。

19. 教宗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 (Deus Caritas Est )通諭'

2006 。

20. 教宗本篤十六世 ， Charity and Justice in the Relations 

αmong Peoples and Nations ' 給「宗座社會科學院」第十

三次大會的致詞， 2007 。

21.教宗本篤十六世 ， The Human Reason, the Heαrt 01 Peace, 



162 天主教社會思想理論分析

致世界和平日的訊息， 2007 。

22. 教宗本篤十六世，“Letter of His Holiness Benedict XVI to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th symposium of the Religion,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2007), http://www.vatican.va/ 

23.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Maslow's _ hierarchy _ 0仁needs

24.http://en.wikipedia.org/wiki/lntergovemmental_Panel_on_Cl 

imate _ Change 

25. http://en.wikipedia.org/wiki/Kyoto_Protocol 

26. http://en.wikipedia.org/wiki/ Agenda _ 21 

27. http://www.un.org/geninfolbp/enviro.html 

28. http://www.earthsummit2002.org/ 

29. http://www.ipcc.chl 

30.http://www.cwnews.comlnews/viewstory.cfm?recnum=40533 

新聞報導

31. Doyle, Alister and Ed Stoddard '譚莉達編譯，修會會長聯

合會正義和平組提供， (教宗本篤十六世對聖經詮釋將左

右環境未來) , REUTERS NEWS SER VICE ' 2005/04/20 。

32. 主先棠， (IPCC: 氣候變遷沒救了只能努力適應) , (聯

合報) , 11/18/2007 A15 。

33. Catho /ic News Service ' http://www.catholicnews.coml 

34. Fisher, Ian,“In Austria, Pope Emphasizes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九T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l2007 /09/1 O/world/europe/l Opope.html 

35. Ibid,“Pope Rules Quiet旬， Quietly, but Maybe Actively, 



天主教與環境係護 163 

Actively",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l2005/11/25/intemational/europe/25 

vatican.html ?pagewanted=2&n=Top/Reference/Times%20T 

opics/Subj ects/E/Encyclicals& _r= 1) 

36. Lawler, Phil.“Has Benedict XVI embraced the environmentalist 

movement?" Catholic World News, 09/24/2007, 

http://www.lifesite.netlldn/2007 /sep/07092407 .htn吐

37. Macintyre, James,“Pope to make climate action a moral 

obligation" ,09-22-2007, 

Jndependent,http://news.independent.co.ukleurope/article298 

781 1.ece 

38. Rocca, Francis X.,“Vatican takes a role in keeping God's 

earth green", 7-25-20007, USA Today, 

http://www.usatoday.comlnews/religionl2007 -07 -25 -vatican

green_N.htm 



台灣經驗方宇晨實況二步析



太學主回顧成長中的相孫鳳像

祖輩教聾參與、祖孫關係與孫輩回鐘行為之相關研究

林子園、陳若琳 l

家庭是人類第一個自然社會，也是由「天主是愛」這

個「愛的根源」衍生出來的主要社會組織2 。經由家庭的存
在，使人從中認識天主的愛與忠信3 。它也是人格滿全的責
任所在4 。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對家庭的重視，甚至用專章
來加以討論，並表達教會對家庭的關注。

家庭是傳遞天主的愛與社會價值的重要場所，它藉著

世代的教養，促進代與代間的愛與團結，也是建立健全社

會的基礎5 。對于女的教育而言，父母是首要的教育者，因
此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點也無庸置

喙6 。但是伶了父母之外，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也會對兒童教
育有所貢獻。

陳若琳與林子圍兩位老師在她們的文章中，以經驗的

量化方法，研究大學生在其祖輩的關懷與參與教育。他們

對孫輩的教育大多集中「關懷行為」、「生活照顧行為」

及「管控行為 J '同時也培養孫輩對他們的關懷與情感，

l 本文作者:林子圈，現就讀於愛丁堡大學教育與社會學院博士班;
陳若琳，現為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第五章。

J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210 。

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212 。

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230 。

6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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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孫輩的回饋以「獨立自制」為最重要，次之為「情感

支持」、「生活協助」、「反哺回饋」、「陪伴體恤」。

固然吾人並不鼓勵「單親教養」與純粹的「隔代教養 J ' 

因為沒有父母親存在的家庭教育，不只是家庭的缺憾，更

是對兒童人格與尊嚴的漠視，然而在父母仍然扮演重要角

色的同時，推動祖輩參與兒童的教育，是值得鼓勵的。

經過該文的討論後，也使吾人更為暸解代與代間的教

育，也可以存在於祖輩與孫輩間的關係。從另一角度而言，

這除了前述對兒童的教育外，也可證明祖輩或其他老人並

不是社會的「殘餘」份子，而是可以利用他們本身的經驗

與智慧，早已孫輩的教育貢獻心力。這也符合天主教社會訓

導中，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7 。因為「只有尊重人性尊嚴，
才可令每一個人共同地和個別地成長」 8

前 E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

關係與孫輩回饋行為之情形，並進一步探究祖輩教養參與、祖

孫關係對孫輩回饋行為的關連。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輔

仁大學中曾有祖輩教養經驗，且祖輩現今依舊健在者的學生為

研究對象，使用「祖輩教養參與量表」、「祖孫關係量表」以

及「孫輩回饋行為量表」為研究工具，共發出 500 份問卷，得

有效問卷 401 份。其主要的發現如下:

一、大學生知覺祖父母在祖輩教養參與之「關懷行為」、「生

活照顧行為」以及「管控行為」三個面向中的付出，其中

以「關懷行為」此面向，為祖輩教養參與中較常表現出的

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132-134 。
自《教會社會首11導彙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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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行為。

二、大學生知覺祖孫關係，其結果顯現出大學生對其祖孫關係

有正向親密的感受，認為自身與祖輩教養者有良好的關

係，且其關係是親密的，雙方亦彼此提供對方所需的幫助。

三、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在「獨立自制」、「情感支持」、

「生活協助」、「反哺回饋」、「陪伴體恤」以及「傳訊

安心」六個向度中，以「獨立自制」為較常見的孫輩回饋

行為，次之為「情感支持 J '而「傳訊安心」為平均數最

低的孫輩回饋行為。

四、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 r 孫子女的性別」在反哺回饋

之孫輩回饋行為上造成差異，且女性的頻率高於男性。「祖

輩現今健康狀況」在孫輩回饋行為中，確實會對孫輩回饋

行為造成影響，身體較健康的祖輩會得到較多的孫輩回饋

行為。而「成長時期祖輩教養之時間長度」以及「祖孫現

今居住距離 J '對孫輩回饋行為並無造成顯著差異情形。

五、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以及孫輩回饋行為，彼此呈現顯

著正相關。由迴歸分析發現，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

背景變項，對孫輩回饋行為有正向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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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在中華文化的社會中，以家族為基本單位，非以個人或是

核心家庭為主;孝道在家庭倫理中扮演著重要的存在意義，子

女對父母盡孝，每個家族成員都肩負著一份特屬於己的義務、

權利及歸屬感9 。其說明了家庭中的行為，不僅只由長輩來傳遞

及付出，晚輩也身兼反哺及回饋之責任。而人類文化傳遞的後

H俞文化，則是指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即是晚輩提供了資源

及幫助長輩的需求10 ，也肯定了由下往上的行為方向。男外，

如此又可以說明互動中不單單只是祖輩對孫輩的行為付出及責

任使命，同時也說明了孫輩回饋行為存在的相對性。

Homans 於 1961 年所說的「社會交換理論」 ll ，提到人與

人相處之間是互惠( reciproca1 )及有交換利益存在的關係'當人

們的互動愈高，則希望擁有愈多的相互分享。但交換理論是否

促進祖孫代間互動的互惠結果，例如:祖輩教養孫輩、孫輩的

回饋行為仍值得探討。此外，現今社會中豆英式的家庭型態，

也增加家人溝通及互動的頻率，可使親子互動擴展成三代間的

交流，因而可能擴展祖代、子代對孫代的教養層面，也可能擴

及子輩及孫輩對祖輩的回饋反哺層面，本研究將聚焦於祖輩教

9 楊國樞、葉明華， (孝道的心理與行為) ，見楊國樞、黃光國、
楊中芳主編， <<華人本土心理學(上))) (台北:遠流， 2005 ) 

249-292 頁。

10 引自:周曉虹， (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親子反哺) (兩岸社

會變遷中家庭與其相關問題學術研討會， 1998) 。

11 引自:林如萍、蘇美鳳， (青少年祖孫關係與其對老人的態度之
研究) <<中華家政學刊)) , 35 ( 2004) ， 75-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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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參與，以及與孫輩回饋行為之間的關聯。

最後，研究者深感國內祖孫相關的文獻缺乏，且其多由祖

輩角度出發去看祖孫教養的現況及歷程艱辛的狀況12 ，或是以

父母之角色來看祖輩之親職程度日，較無呈現孫輩對祖孫的教
養經驗，以及孫輩回饋行為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欲瞭解

大學生知覺祖輩教養參與及祖孫關係與孫輩回饋行為的相關

性，其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瞭解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及孫輩

回饋行為的情形。

二、瞭解大學生知覺背景變項(孫子女性別、祖輩教養時間長度、祖

輩現今健康狀況及祖孫現今居住距離)對孫輩回饋行為所造成的

差異情形。

三、瞭解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背景

變項與孫輩回饋行為的關連情形。

12 吳秀蘭， ((祖父母涉入學齡前孫子女生活情況與父母親職勝任感
之關係))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論文， 2003 ) ;蔡玉育，

《祖父母親職參與和幼兒社會情緒行為之關係>> (國立台商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

13 王春美， <<父母知覺與祖輩親職教養行為之一致性研究)) (國立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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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正就讀於大學階段之大學生，曾有祖輩教

養經驗者，且其教養之(外)祖父母依舊健在的大學生。男考慮

研究對象對祖輩教養參與的印象深刻與否，故限制研究對象為

祖輩教養參與經驗需是隔代教養或三代同堂的大學生，且其成

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從國小算起，而後得有效樣本數 401 個(參

見(表 1)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及滾雪球方式來尋找研究樣

本。以輔仁大學學生為本研究對象的抽樣母體，尋找符合本研

究資格者來做問卷的填寫，亦以滾雪球方式來增加有效樣本數。

〔表 1) 樣本資料分析表 (N= 401) 

變項名稱 人數(川 百分比(%)

性剎 男生 181 45.1 

女生 220 54.9 

祖輩教養參與的類型 隔代教養 86 21.4 

三代同堂 311 77.6 

其他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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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真

研究者所使用研究工具除了基本資料外，尚有「祖輩教養

參與量表」、「祖孫關係量表」以及「孫輩回饋行為量表 J (參

見〔表 2) ) 

〔表 2) 研究工具整理表14

祖輩教養參與量表 祖孫關係量表 孫輩回饋行為量表

來源 改編玉春美(2000) r 父 採用詹菊珍(2006) r I滿 改編陳若琳、李青;fÄ

出處 母知覺祖輩親職教養 代教養家庭祖孫關係 J (2002) r 大學生于職責

行為」的量表。 量表。 任之行為及態度」量

表。

向度 分為「生活照顧行 此量表包含 8 題祖孫、關 共分為「獨立自制」

為」、「關懷行為」及 係之題目。 「陪伴體恤」、「生活

「管控行為 J 的三個分 協助」、「傳訊安心」、

量表，共計 24 題。 「情感支持」及「反哺

回饋」六個量表，共計

24 題

，才電，ιr?刀2無 採五點量表的計分方 採五點量表的計分方 採五點量表的計分方

方式 法作答，分數越高者， 法作答，分數越高者， 法作答，分數越高者，

表示參與程度越高。 表示祖孫關係越佳。 表示孫輩回饋行為越

~可L 0 

信度 信度為 94 信度為 92 f言度為 .95

再測信度為 94 再別信度為 93 再測信度為 .95

14 本〔研究工具整理表〕乃參考以下三編資料綜合而成:王春美，

《父母知覺與祖輩親職教養行為之一致性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

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詹菊珍， <<隔代教養家庭中

祖父母管教與祖孫情感關係一以台北縣市園中生為對象分析>><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 2006 ) ;陳若琳、

李青松， (大學生對子女職責態度及行為之探討一以輔仁大學為

例) <<中華家政學刊>> , 31 (2002) ， 81-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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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簣參與、祖孫關係、孫輩

回饋行為之描述

大學生知覺祖輩教養參與之整體量表的平均數達 3.47 分，

介於「有時如此」至「經常如此」之間，關懷行為為祖輩教養

參與中，最為常見 (M=3.52) ，生活照顧行為次之 (M=3.49) , 

管控行為則為較低的祖輩教養參與行為 (M=3.39) ，見〔表 3 )。

本研究結果與王春美的研究結果相似，皆指出祖輩教養參

與行為都以「關懷行為」為最主要的祖輩教養參與，亦以「管

控行為」為最低。此可說明本研究中的祖輩教養參與和以往的

祖輩教養參與的相似之處，皆以疼愛孫子女的觀點出發，來協

助于女幫忙教養孫子女一事。

〔表 3) 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之描述分析 (N=401)

項目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 

整體 3.47 0.68 

關懷行為 3.52 0.81 

生活照顧行為 3.49 0.89 

管控行為 3.39 0.76 

「祖孫關係」量表亦以五點量表進行探究，經描述統計分

析，了解大學生知覺祖孫關係的情況，其整體量表的平均數為

3.36 。在林美珍於 1988 年的研究中發現，大多祖輩教養者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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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自己與孫輩處於良好的互動關係15 。本研究由大學生知覺

的結果亦發現，在祖輩教養參與下的祖孫關係傾向於正向親密。

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的情況，經由描述性統計分析，了

解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整體量表之平均數為 3 .45 分，介

於「有些如此」與「經常如此」之間，較高為「獨立自制」

最低為「獨立自制 J (詳見〔表 4) )。

本研究的發現部分可與陳若琳、李青松的結果16呼應，就

平均數得知，不論是大學生子女亦或是孫子女，皆認為「獨立

自制」是目前較能對父母或祖父母回饋的向度，這與研究對象

皆為大學生有極大的關聯，在此發展階段中， r獨立自制」可

能是較易做到的部分。

〔表 4) 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之描述分析 (N = 401) 

z頁目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 

整體 3.45 0.70 

獨立自制 3.80 0.68 

情感支持 3.60 0.87 

生活協助 3.55 0.84 

反哺回饋 3.40 0.80 

陪伴體恤 3.37 0.77 

傳訊安心 2.98 0.97 

15 林美珍， (成年子女對與父母同住關係之研究) <<教育心理與研

究>> ' 13 ( 1988) '61-94 頁。

16 陳若琳、李青松，前引文(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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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背景變項對其知覺孫輩回饋行為之差異情形

l.大學生性別對孫輩回饋行為之差異情形: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可瞭解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在不同的大學生的

性別下，僅在「反哺回饋」的分量表中，呈現出顯著的差

異 (p <.。付。藉由其平均數得知女生高於男生。

2. 祖輩教養時間長度與祖孫現今居住距離對孫輩回饋行為

之差異情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祖輩教養參與

時間長度以及祖孫現今居住距離的不同，對孫輩回饋行為

並無造成差異情形，故在此不加以詳述。

3. 祖輩健康狀況對孫輩回饋行為之差異情形:又透過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觀察得知，健康狀況較佳的祖輩，會使孫子女

在孫輩回饋行為上投入較多心思與行為。進一步再以

Scheffe 事後比較檢定得知，僅在「陪伴體恤」中，祖輩現

今健康狀況與孫輩回饋行為無法進行事後比較，而在「獨

立自制」、「情感支持」、「生活協助」、「反哺回饋」

以及「傳訊安心」中，身體較健康的祖輩比身體較不健康

的祖輩，大學生知覺給予較多的孫輩回饋行為(詳見〔表 5)) 。

這可能起因於身體較健康的祖父母與孫子女有較多互動

與瞭解的機會，而健康狀況較不佳的祖父母可能較無法跟

孫子女有密切的互動相處。主鍾和、郭俊豪也發現較健康

的祖父母，與孫子女有較佳的祖孫關係，而亦可能引發更

多的孫輩回饋行為17 。

17 王鐘和、郭俊豪， (中且孫家庭與親職教育)<<學生輔導 ))59( 1998) , 
50-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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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祖輩現今健康狀況對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之差異

向度 祖輩現今健 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事後

康狀況 (M) (S‘D.) 比較

獨立自制 1.非常不健康 11 3.05 。 56 2> 1 
2.不健康 70 3.75 0.64 3> 1 
3 普通 162 3.78 0.66 4.62 .001 ** 4> 1 
4 健康 118 3.91 0.68 5> 1 
5.非常健康 40 3.90 。 74

情成支持 1.非常不健康 11 2.70 0.75 
2 不健康 70 3.47 0.74 3> 1 
3.普通 162 3.60 0.90 4.13 .003** 4> 1 
4.1;建康 118 3.68 0.87 
5.非常健康 40 3.77 0.88 

生活協助 l 非常不健康 11 2.70 0.43 
2 不健康 70 3.68 0.75 2> 1 
3 普通 162 3.49 0.87 3.95 004** 4> 1 
4.健康 118 3.63 0.83 5> 1 
5.非常健康 40 3.61 0.84 

反哺回饋 1.非常不健康 11 2.77 0.77 
2.不健康 70 3.10 0.76 
3 普通 162 3.4 1 0.83 4.01 .003** 5> 1 
4 健康 118 3.51 0.76 
5 非常健康 40 3.62 0.81 

陪伴體恤 1.非常不健康 11 2.81 0.62 
2 不健康 70 3.28 0.72 
3 普通 162 3.35 。 78 2.43 .047* 
4 健康 118 3.46 0.75 
5.非常健康 40 3.50 0.87 

傳訊安心 1.非常不健康 11 2.15 。 74
2 不健康 70 2.77 0.86 
3. 普通 162 3.00 0.98 3.64 .006** 5> 1 
4 健康 118 3.07 0.96 
5.非常健康 40 3.20 1. 12 

.P<.05 ' ..p<.OI ' *..p<.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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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贅參與、祖孫關係與孫輩
回饋行為的關連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得知，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

養參與、祖孫關係和孫輩回饋行為，在「關懷行為」、「生活

照顧行為」、「管控行為」、「祖孫闊係」、「獨立自制」

「情感支持」、「生活照顧」、「反哺回饋」、「陪伴體恤」

及「傳訊安心」等分量表上，彼此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顯著

性都達 p<.OOl '且其分量表之間都為正相關(詳見〔表 6) )。

〔表 6) 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與孫輩
回饋行為之相關

4 6 7 9 10 

l 關懷行為

2 生活照顧行為 57***

3 管控行為 。54'" 51 串串串

4.不且雄關條 69串串串 .43串串串 45'" 

5 獨立自制 .48串串串 30" .42串串串 56'" 

6 情成支持 .59車.. .38串串串 39'" 75 串串串 .61 串串串

7 生活協助 50'" .36'" 36" 車 .61 串串串 56串串串 .69串串串

8 反哺回饋 64串串串 .42串串串 .46串串串 .72串串串 58牢牢車 .74串串串 .65 串串串

9 陪伴體恤 。56'" 40'" .42'" 73'" .61'" .77'" 69'" .71'" 

10 傳訊安心 .60串串串 .32串串串 .42串串串 .72串串串 .60串串串 71'" .60'" 70'" .65'" 

"'p<.OOI 

四、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背景

變項對孫輩回饋行為的解釋情形

由線性迴歸結果得知，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

與、祖孫關係以及背景變項對孫輩回饋行為之「獨立自制」

「情感支持」、「生活協助」、「反哺回饋」、「陪伴體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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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F 傳訊安心」等分量表的迴歸方程式， p 值均達顯著( p<.OOl ) 

(詳見〔表7))

以係數估計分別看其分析詳情，在「獨立自制」之孫輩回

饋行為中，可發現「關懷行為」、「管控行為」之祖輩教養參

與、「祖孫關係」以及「祖輩現今健康狀況」之背景變項( p<.05 ) 

對其有正向預測力，說明祖輩現今健康狀況越好者、成長時期

祖輩的教養參與行為以關懷行為及管控行為越多、祖孫關係越

佳以及孫輩回饋行為越多。

在「情感支持」之迴歸分析中，僅顯示出「關懷行為」之

祖輩教養參與以及「祖孫關係」對其具有正向預測力( p<.OOl) , 

說明祖輩教養參與之關懷行為越多、祖孫關係越佳，則大學生

會在情感支持的孫輩回饋行為中，表現越多。

在「生活協助」的迴歸中，僅「祖孫關係」對其具有正向

預測力( p<.OOl) ，其說明祖孫關係越佳時，孫輩會在生活協助

上提供祖輩更多的回饋行為。

在「反哺回饋」的迴歸分析中，則呈現「關懷行為」、「管

控行為」之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以及「孫子女性別 J

之背景變項，對其具有正向預測力 (p<.Ol) ，說明祖輩在教養

參與的關懷行為及管控行為付出越多、祖孫關係越好、且孫子

女為女生時，反哺回饋之孫輩回饋行為則越多。

在「陪伴體恤」的迴歸中， r 管控行為」的祖輩教養參與、

「祖孫關係」以及「孫子女性別」之背景變項對其具有正向預

測力( p<.05) ，說明祖輩教養參與的管控行為越多、祖孫關係

越佳，則孫輩回饋行為的陪伴體恤行為越多，且女性孫輩多於

男性孫輩。

最後在「傳訊安心」的迴歸分析中，顯示出「關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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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控行為」之祖輩教養參與，及「祖孫關係」對其具有正

向預測力( P<.OI) ，顯示祖輩提供越多的關懷行為及管控行為、

祖孫關係越佳時，則孫輩會在傳訊安心之回饋行為上，付出越

多。

〔表 7) 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以及背景變項

對孫輩回單行為的解釋情形

內 j函 R R2 F F 
獨立自制

關懷行為 14 2.13* 
生活照顧行為 -.09 -1.63 
管控行為 .20 3.96*** 
干且J車關條 61 37 28.09*** .40 6.79*** 
孫子女性別 07 1.64 
祖輩教養時間長度 .06 1.37 
祖輩現今健康狀況 .11 2.50* 
干且在生現今居住距離 02 0.34 

情成支持

關懷行為 .11 2.14* 
生活照顧行為 .00 0.71 
管控行為 .03 0.80 
祖J急關條 76 58 66.09*** .67 13.97*** 
孫子女性別 .05 1.53 
祖輩教養時間長度 。01 0.20 
祖輩現今健康狀況 。。 0.98 
祖孫E見今居住距離 -.05 -0.01 

生活協助

關懷行為 。7 1.08 
生活照顧行為 。08 1.39 
管控行為 05 0.96 
祖孫關條 63 .40 32.26*** .53 9.30*.. 
孫子女性別 .04 0.90 
祖輩教養時間長度 -.04 -1.05 
祖輩現今健康狀況 -.00 -0.01 
祖孫現今居住距離 -.01 -0.24 



大學生回顧成長中的祖孫關係 181 

反哺回饋

關懷行為 20 3.89*** 
生活照顧行為 .04 0.97 
管控行為 .11 2.57* 
祖孫關條 .76 .58 66.07*.* 50 10.54*** 
孫子女性別 。8 2.40* 
祖輩教養時間長度 .06 1.64 
祖輩現今健康狀況 -.04 -1.00 
祖孫現今居住距離 .01 0.22 

陪伴體恤

關懷行為 .04 0.80 
生活照顧行為 .02 0.41 
管控行為 .09 2.17* 
平且于幸、關條 .74 .55 60.05*** .66 13 .40*.* 
孫子女性別 。7 2.03* 
在且草教養時間長度 -.01 -0.20 
祖輩現今健康狀況 03 0.86 
祖孫現今居住距離 -.04 -1.1 9 

傳訊安心

關 f衷4于為 .18 3.40** 
生活照顧行為 -.08 -1.86 
管控行為 10 2.44* 
手且J主關條 .74 .55 60.14*** .58 11.39**. 
孫子女性別 .00 0.10 
祖輩教養時間長度 .02 。 47
干且輩現今健康狀況 .01 0.26 
祖孫、現今居住距離 .03 0.84 

肆、研究結論與建議

以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及發現進行分析及歸納，以下將分為

三個部分來呈現:

一、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與孫輩

回饋行為之情形

1.祖輩以「關懷行為」為最主要的教養參與行為:本研究將

「祖輩教養參與」分為「關懷行為」、「生活照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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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控行為」向度，其整體平均值為 3 .47 分，顯示出

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以「關懷行為」為最

主要的教養參與行為。

2. 大學生認岡「祖孫闢係j 是良好且親密的:本研究僅依單

一向度測量祖孫關係，其研究結果之平均值為 3.36 分，

顯示出大學生認同其與祖輩教養參與者的關係相當好、也

相當親密的情況。

3. 大學生的孫輩回饋行為以「獨立自制」為首耍， r傅訊安

心」為最低:本研究中的孫輩回饋行為，其整體平均值為

3 .45 分，顯示大學生表現出孫輩回饋行為。大學生知覺孫

輩回饋行為的程度，以「獨立自制」平均數為最高，次之

為「情感支持」、「生活協助」、「反哺回饋」、「陪伴

體恤 J '而「傳訊安心」為大學生知覺自己較少的孫輩回

饋行為。

二、暸解背景變項對大學生知覺孫輩固饋行為差異形情形

1.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大多不因孫子女性別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情形產生，僅「反哺回饋」之孫輩回饋行為在不

同孫子女性別上有達顯著差異。

2. 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不因成長時期祖輩教養之時間

長度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情形。

3. 大學生知覺祖輩現今健康狀況愈佳者，其相對有更多的孫

輩回饋行為。

4. 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不因祖孫現今居住距離之遠近

而有所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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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暸解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

背景變I員與孫輩回饋行為之關連

1.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背景變項

與孫輩回饋行為大多為顯著正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成

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與孫輩回饋行為達顯著正相關，說明

成長時其祖輩教養參與行為越多，則孫輩回饋行為也產生

越多。祖孫關係與孫輩回饋行為亦達顯著正相關，說明祖

孫關係愈好，則孫輩回饋行為也產生愈多。背景變項與孫

輩回饋行為之部分向度達顯著正相關。

2. 大學生知覺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孫子女性

別對孫輩回饋行為具有顯著解釋力，本研究迴歸結果顯示

出:祖輩教養參與對大學生知覺孫輩回饋行為具有顯著解

釋力，由此得知當祖輩教養參與越多時，孫輩回饋行為產

生的機率也越高。研究結果說明:祖輩教養參與中的「關

懷行為」以及「管控行為」越多，則引起較多的孫輩回饋

行為。

3. 若同時來看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以及背景變

項對孫輩回饋行為的情形，可知祖輩教養參與之「關懷行

為」及「祖孫關係」對孫輩回饋行為其有預測力，而背景

變項中，僅孫子女性別對部分孫輩回饋行為具有預測力。

結語

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2 年提及18 ，在聖經上記載「雖已年老

18 引自:李懿貞、阮美賢譯，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編，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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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結呆 J ( <<聖詠》九三 15 )。年長者是重要的生命學校，傳

遞著價值和傳統，也促進了年輕一代的成長，因此本研究結果

分別給予孫子女、祖父母以及家庭教育之實務工作者建議:

一、給祖輩教養參與下之孫于女的建議

祖孫關係的必須與培養是互動且雙向的。重視祖孫關係的

情感是祖輩教養參與的要素。應重視祖輩教養下應有的回饋，

孫子女的自省對孫輩回饋行為的產生亦是一大要素。在適當的

時候及節慶，對(外)祖父母傳達感謝之意，或許是增強彼此間

聯繫的影響因素。

二、給祖輩教養參與之祖咒母的建議

參與教養的祖父母應適切的管教、適當的關懷，如研究結

果所呈現，祖輩教養參與中祖父母以「關懷行為」為主，而「管

控行為為最低」。男外，祖父母需要注意身心健康，因研究結

果皆指出祖父母的健康狀況將影響祖孫之間的關係，也影響了

孫輩回饋行為的多寡。

三、給家庭教育之實輯工作者的建議

政府教育單位應加強提供祖輩教養參與的相關課程，如:

三代教養、子職、孫子女職的教育課程，使有需要的(外)祖父

母與孫子女，可以從中了解到祖輩教養參與下可能面臨的困難

與衝突，以及可以解決之方法。

四、給未來研究之建議

不同階段的孫子女對孫輩回饋的看法及行為將有所不同，

此部分則有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研究。另外，本研究針對

成長時期祖輩教養參與、祖孫關係對孫輩回饋行為的關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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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探究其他相關白變項對孫輩回饋行為可能造成不一樣

的結果，如:祖孫闊的依附關係等，欲從事相關研究者亦可從

不同變項間的關係進一步地探討。

最後，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自陳式的問卷中，很難避

免研究對象對問卷內容的誤解狀況，以致分析結果受其影響而

部分失真。因而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若能輔助個案訪談、實地

觀察以及焦點團體等研究方法加以探究研究目的，則可使研究

結果更具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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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松、邱璇琳 l

「孝敬父母」是十誡中的第四誠，其主要原因在於他

們給了我們生命，並傳給我們對天主的認識2 。它同時也衍
生我們對尊重生命、婚姻、主見世財物，以及言語都有應盡

的義務3 。

然而天主教社會訓導正如《禮運大同篇》中所強調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般 9 教會也暗示所謂「孝殺父母」

也應延伸至監護人、老師，以及其他老年人與成陣的人4 。
天主教這種社會訓導除了彰顯耶絲基督「愛人如已」

的命令外，更重要的是體認到每個人都是照天主自像所

造，享有人性平等的尊嚴5 。它強調保衛和促進人性尊嚴的
工作，是我們責無旁貸的，需要整個人類一起努力，才能

達致;否則將會產生更為嚴重的不位平6 。

《禮運大同篇》有云: r使老有所終 J '可見中國傳

統思想對老人之重視，尤其是對他們的終養。這終養不只

是重視他們的人格尊嚴;同時也對他們在過去為人類社會

所作貢獻的感恩典回報。而孟于在《梁皂王土》有云: r老

1 本文作者:邱璇琳，現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研
究所;李育松，現為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副教授。

《天主教教理)) ， 2197 。

《天主教教理)) ， 2198 。

《天主教教理)) ， 2199 、 2208 。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144 。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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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老以及人之老 J '表示這種對長者之終養，也要擴展到

其他長者。

李奇私:教授與邱璇琳小姐之著作中，深深表達他們對

老年人終養的關心。他們希望在老年人之終養設計當中，

應重視其物質生活，更要重視其住宅之人性化設計。這是

該文中最重要的貢獻。

然而吾人也應注意的是，對長者之關懷，也不只在物

資方面，而更應該對其心理及靈性生活加以關懷。至少在

高齡安養的設計中，更要關心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長者，

這也是天主教會重視人權尊嚴的會1) 導所關注的，因為「從

整體方面來增進各類人權，才可真正保障每一個人的人權

充分受到尊重」 7

前面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齡化社會的衝擊下，台灣業者及政府已

開始高度重視老年人的居住環境需求與照顧措施，順應此趨勢

催生的「老人住宅」。本研究目的欲瞭解有關目前中老年者對

於未來高齡化進住高齡安養住宅的意願及影響因素。

本研究針對南北部 45 至 64 歲的中老年人做問卷調查，合

計 330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影響進住高齡安養住宅的意

願包括: r 地區」、「年齡」、「籍貫」、「資源特性」、「對

住宅的認知」等，南部中老年人明顯比北部所接受的資訊少，

因此進住意願和北部有明顯差異;而資源特性包含對保險的參

加與社團活動的參與為衡量因子，研究結果表示有參與商業保

險及社團活動者，對進住老人住宅的意願存在相當的顯著性。

男一方面，調查中老年人對居住環境的需求及偏好，針對

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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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項軟硬體設施及服務做衡量: r 整體住宅之硬體設施」、「整

體住宅之軟體設施及服務」、「價格因素」、「建設公司或服

務管理公司之專業與信譽」、「交通便利性」、「與親友保持

聯繫」、「尊嚴自主的生活」。研究結果顯示，南部中高齡者

較北部更偏向住宅之基本實用性、合理價格，與生活的自由及

隱私;北部比南部偏重於住宅提供之特別貼心服務、整體建築

裝潰、安全及保健系統、社會參與資訊與親惰的維持方面。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據台灣內政部戶政司資料顯示， 65 歲以上總人口在 2005

年二月底已佔總人口 9.54% ;回顧台灣在 1993 年已符合聯合國

WHO 定義之「高齡化社會 J (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 7%) ，而戰後

嬰兒潮世代( 1946 年以後出生)將面臨大退休潮，以 2004 年台灣

50 到 54 歲人口數為 150 多萬人，與前期相比較增幅達 62% ' 

若以勞基法法定的退休年齡 55 歲為準，將來是否會有「戰後嬰

兒潮退休引發的老年炸彈之引爆! J 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過去社會強調養兒防老，但此觀念已隨社會變遷而漸趨式

微。根據 2002 年統計資料顯示，高齡者的生活費來源仍以子女

奉養和政府補助津貼為多數，但其比例已從 1991 年佔 52.37% ' 

到 2000 年時已掉到 47.13% '顯示高齡者的生活費來源比例，

已漸偏重於白給;而另一方面，高齡者的生活住宿於選擇住老

人福利機構的比例，有大幅提升的情況8 。從過去的調查研究指

8 黃琦絢， <<從文化傳承論養生文化村意願之影響因素>> (長庚大
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



190 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

出， 65 歲以上的高齡長者對於目前安養機構的服務品質大致滿

意，而不滿意原因則有服務人員態度不佳或太少，及設施或衛

生設備太差等原因9 。

高齡者隨著戰後的教育程度提升及媒體普及的報導下，開

始重視養身保健、休閒旅遊、人際關係及自我實現。許多私人

企業近年來大舉投入退休養生、老人住宅等相關銀色產業，政

府更是鼓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老人住宅，核定「促進民間參與

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 lO 。這項每年高達到00 億新台幣的市

場商機(經建會「銀髮社會趨勢」研究報告) ，使越來越多業者趨之

若驚，例如台塑積極籌設的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男外像潤泰、

奇美企業、國寶人壽、北海褔座等，都說明銀髮族產業待開發

及提升品質之重要性。

目前民間興建的「老人住宅 J '從其市場行銷的資料，多

數已非社會福利安養機構，而對於其巨額投資興健，自然價格

不便宜，加上進住的高門檻限制等，使得對於未來高齡者會造

成「危險現象 J '即貧富差距的經濟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因此本研究企圖從目前嬰兒潮的世代做為探討的對象，分析其

未來老化時對於安養住宅的需求，例如對住宅內外部大小環

境、設施種類、衛生安全需求、休閒旅遊品質、餐飲服務、合

理價格、交通工具或進修、工作、志工服務、親戚朋友探訪規

劃等等，瞭解對於高齡安養住宅的涉入程度、未來需求、進住

動機及相關的影響因素，以期提供給有關高齡化的政策、相關

9 內政部， <<台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摘要分析>> (內政部統計處調

查統計摘要， 2002) 。

10 內政部， <<策中程施政:略績效目標三之實施計畫 2005-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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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規劃、社區家庭及個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本研究問題欲探討:

1.現階段嬰兒潮世代對國內高齡安養住宅的認知為何?

2. 嬰兒潮世代對於未來進住高齡安養住宅的意願程度如何?

3. 嬰兒潮世代對於目前高齡安養住宅的期望為何?

由上述問題，本研究目的為:

1.了解台灣現階段嬰兒潮世代對高齡安養住宅的涉入程度。

2. 分析嬰兒潮世代進住高齡安養住宅的動機及相關因素。

3. 探討嬰兒瀨世代選擇高齡化安養住宅的需求內容。

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安簣住宅」之探討

(一)高齡安養住宅之定義

「高齡安養住宅」最早是以「自費安養設施」的用語見諸

於官方文字中，依據 2002 年 6 月最新修正公佈的「老人福利法」

第九條條文，清楚明定各類老人福利機構:

1.長期照護機構:以照顧罹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

之老人為目的。

2. 養護襪構:以照顧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且無技術性護理服務

需求之老人為目的。

3. 安養擴構:以安養自費老人，或留養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

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力之老人為目的。

4. 文康機構:以舉辦老人休閒、康樂、文藝、技藝、進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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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活動為目的。

5. 服務棋構:以提供老人日間照顧、臨時照顧、就業資訊、

志願服務、在宅服務、餐飲服務、短期保護及安置、退休

準備服務、法律諮詢服務等綜合性服務為目的。

上述定義的「安養機構」是以身體健康且能自理生活之老

人為主，而非以照顧不健康老人為目的之收容機構。日本對於

老人住宅及服務是以老人不同生活時期之需求做區分方式:健

康時期為安養;障礙時期為養護;臥床時期為特別養護。而台

灣近來的民間業者為了強調老人住宅之產品特殊定位，引進日

本「銀髮族住宅」用語塑造其特殊性ll ，而本研究則是以高齡

安養住宅為名。

目前由民間企業投資設置的高齡安養住宅，定價由市場決

定，不屬於社政單位管轄，例如較著名的潤福生活新象、台塑

養生村等。有鑒於政府財力資源有限，為因應急速高齡社會之

需求(見表 1 )及國內老人居住需求多樣化，行政院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將「老人住宅」列為內政部優先推動民

間參與項目，於民國 93 年 4 月核定「促進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

設推動方案 J '並在「伍:定義及原則」中清楚解釋:六、經

本方案獎勵興建之老人住宅，非屬老人福利法第二章之老人福

利機構，不得同時申請同法之相關優惠措施(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

利)。可見政府目前積極推動發展之老人住宅產業，已經明確

和傳統老人福利機構有所區隔劃分。

11 邱慧寧， <<影響台灣地區民眾選擇銀髮社區因素之研究>> (國立
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賴文彬， <<台

北都會區銀髮族住宅的市場區隔與定位分析)) (銘傳大學管理科

學研究所在織專班碩士論文，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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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 夏季臺聞地區老人住宅及其福利機構供需資訊統計

60 歲以上 老人住宅 老人福利機構

縣、市別 人口數(人)需求數(人)供給數(人)需求數(人)供給數(人)

全北市 390,337 3,630 1,020 5,972 7,491 
高雄市 180,852 1,229 。 3,642 2,909 

臺北縣 373 ,953 449 94 9,349 6,344 

桃園縣 194,357 233 1,416 3,933 3,870 

新竹縣 67,518 1,688 。 1,385 947 

苗果縣‘ 91 ,430 403 。 1,883 575 

南投縣 65 ,305 78 。 1,175 1,512 

臺中縣、 170,014 204 。 3,336 1,566 

彰化串串、 190,559 228 。 5,202 1,443 

雲林縣 98,850 119 。 1,779 563 

嘉義早在 103 ,293 95 。 1,419 849 

臺南縣 174,184 209 。 4,755 2,514 

高雄縣 160,687 104,290 180 3,257 6,268 

屏東縣、 145,122 145 。 3,201 2,503 

臺泉縣 40,679 49 。 1,111 934 

花這縣 53 ,656 64 。 1,464 2,012 

宜蘭縣 73 ,102 88 。 1,316 1,675 

澎湖縣 17,189 21 。 309 。
金門縣 11 ,907 14 。 223 120 

連江縣 1,281 2 。 7 20 

基隆市 52,244 63 。 1,427 1,511 

新竹市 46 ,682 2,753 。 942 637 

臺中市 103,516 124 。 1,863 2,692 

嘉義市 36,563 44 。 576 949 

壹南市 90 ,808 663 194 801 670 
合計 2,934,088 116,885 2,904 60,327 5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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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安養住宅的特性及發展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及來自相關業者的資料12 ，高齡安養

住宅有以下特點:

1.高安全性無障礙居住空間

2. 日常生活保健及醫療設施

3. 生命偵測及緊急通報系統

4. 設置地點的考量

在 2005 年 8 月 15 日修正後的「老人住宅綜合管理要點 J ' 

第十二點老人住宅其經營管理之老人住宅業者，得視老人實際

需要，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或結合相關服務業或資源提供下

列服務(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 : 

1.環境清潔之維護。

2. 房舍及其設備之維護、維修。

3. 門禁安全與緊急呼叫之受信及聯繫。

4. 居家照顧或社區照顧服務。

5. 餐食服務。

6. 交通服務。

7. 文康休閒服務。

8. 醫療保健服務。

9. 必要之適當轉介服務。

10. 其他必要之住宅管理及生活家事服務。

12 鄭淵聰， <<中老年人對「老人住宅」購買行為及行銷策略之初探
性研究一以台中都會區為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

士論文， 1999) ，其資料來源:孫宜忠( 1989 )、黃耀榮( 1993 )、

林靜宜( 1995 )、信義房屋( 199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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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 2005 至 2008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中，策略績效

目標三之實施計畫第十一點一推動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在

計畫中指出:依據行政院 2004 年 4 月 26 日核定之「促進民間

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鼓勵民間投資興建老人住宅，藉

由企業化的經營管理，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將使入住的高齡者

享有高貴不貴的生活環境品質，以符合高齡者日益激增之居住

需求，並可藉此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帶動經濟繁榮。但從目

前新興之老人住宅產品多以豪華設施及強調完善醫療系統等等

高級享受，所提出的費用若非中高收入是無法進住的，因此可

能會形成「叫好不叫座」的情況，此是否會造成貧富差距加大?

政策所預期以市場機制形成的福利事業多樣化，能否解決高齡

化的社會的問題，是值得注意其發展及探討的。

二、影響老年人居住選擇之因素

國外學者 Mutcheler &卸的於 1991 年分析影響老人居住安

排的主要因素分為三構面: r經濟資源」、「健康」與「子女

人數」。結果顯示「經濟資源」對於老人不同之居住安排有決

定性作用;而「健康狀況」則是決定是否進住機構的最主要因

素，相對「子女數」作用較為次要 13 。

其他許多國內學者 14研究也顯示: r 教育程度」越高越傾

向選擇獨立自主的生活;「婚姻狀況」也會影響老人的居住安

排;高所得老人有能力選擇自己偏好的居住型態;低所得老人

則受限於生活資源較不可能選擇獨居。根據國內研究，影響老

13 鄭淵聰，前引書。

14 例如:陳肇男、齊力、趙文弘、關華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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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住安排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下列幾點15 • 

1.經濟因素:本身收入、房屋產權、子女支助、奉養關係

2. 工作因素:本身的工作、子女的工作、共同的工作

3. 璟境因素:鄰里關係、環境習慣、城鄉差距

4. 政府政第:眷村改建、公務人員退休宿舍

5. 心理因素:與子女同住

6. 家庭因素:婆媳關係、祖孫關係、與非同住子女的關係

邱慧寧曾於 2002 年探討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的民眾選擇銀

髮社區的因素，在其結論中表示，台灣民眾對銀髮社區的認知

仍不普遍，但養兒防老觀念已逐漸解構，銀髮社區成為居住安

排新趨勢;然而「年齡」越大者，願意住進銀髮社區的意願越

低，認為其傳統家庭觀念及家庭生活型態的東方文化巳根深蒂

固;特別是大多數民眾最能接受的收費方式為「租/押金 J '但

接受的範國偏低:押金範間為 150 萬元以下、每月租金範間為

1 萬元以下。男外「獨立性與自主性」、「舒適與便利」亦為

影響高齡者進住意願的主要因素，例如安排社交活動、休閒活

動、設置圖書館、才藝班、便利的交通及餐飲服務;而「保險

狀況」則對進住意願有相當的影響力 16 。

在齊力的老人村居住意願調查報告指出:贊成居住老人村

與否的影響因子為「性別」與「現代性」。其他如教育程度、

年齡、所得、職業、籍貫、婚姻與子女數等並非顯著因子。男

外，詹火生於 1993 年對於都會區老人福利需求的實證研究發

IS 鄭淵聰，前引書。

16 邱慧寧，前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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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男性希望改變居住型態的比率顯著高於女性17 。

涂玉山曾於 2001 年對 50 歲以上高雄長青學院的中老年人

對老人住宅需求做過分析探討，結果指出: í 教育程度」、「消

費能力」、「是否聽過老人住宅」三因素與購買意願有顯著相

關;而「經濟能力」越好之老人對「住宅環境」越重視。但其

研究中表示，老年人對於房屋本身是針對老年人作規劃，沒有

明確的偏好或要求。但中低年齡者( 50-69 歲)較注重住宅本身

建材、格局、採光、規劃等，以男性較在意住宅外觀豪華與否;

相對低年齡層與經濟較獨立者(非救助及子女供給) ，更重視住宅

週遭環境及便利性、安全等。而對於住宅本身之品質及口碑相

當重要，因為多數老人是經由親朋好友口耳相傳及個人經驗判

斷產品好壞的 18 。再者，老年人較偏好選擇「新成屋 J '與鄭

淵聰於 1999 年的研究結果相符19 。而最理想的居住方式以「與

子女分開但相鄰而住 J (住近一點)比率最高，其次是「三代同

堂 J ' í 輪流到子女家中住」比例最低。男外，對於目前認為

須改善之處中，以「公共環境品質及安全」為第一，其次是「交

通生活便利性 J '這些結果都顯示出住宅的區位及地點，對住

宅被滿意度具有極重要影響力。

本研究基於過去某些學者之研究內容對於老人住宅的界定

而提出高齡安養住宅，強調是以健康的高齡者進住，以目前嬰

兒潮世代( 45-65 歲之中老年人)對未來老化時的高齡安養住宅之

17 劉燕瑩， ((都會區中齡者對連貫性照顧退休干土區態度之研究:以

台北市為例)) (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

18 涂玉山， <<大高雄地區中老年人對老人住宅之分析及老人住宅行
銷策略之探討)) (義守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

19 鄭淵聰，前引書。



198 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

看法及需求，期能透過研究調查結果的分析，以提供政府及民

間企業對未來老人相關產業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對象以年齡從 45 歲至 64 歲的中老年人為主，以便

利抽樣方式調查 350 位，經整理後之有效問卷共計 330 份。

二、研究工真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有關問卷工具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衡量受訪者之個人基本特性，包含人口統計變數的

基本資料、社經地位、資源特性、健康特性、家庭

生活狀況、未來年老後期望的居住方式、居住滿意

度與對住宅的認知等，共計 20 題。

第二部分:衡量受訪者若在未來選擇住宅產品時，根據期待的

居住環境品質，對每項設施或服務的重視程度。此

部分共計 42 題，測量採 Likert 的五點量表為衡量尺

度，每題意見劃分為「非常不重視」、「不重視」、

「無所謂」、「重視」及「非常重視」五項，分別

給於 1~5 分之分數。

三、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研究架構及目的，建立以下的研究

假設:

Hl :個人的基本資料、心理與健康、社經地位及社會資源

對於進住高齡安養住宅的意願有顯著的差異。

H2: 南北部地區的中老年者對於高齡安養住宅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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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差異。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力求謹慎完備，但仍因某些不易控制變數而有下

列限制:

1.研究範國:本研究的樣本是以立意抽樣，抽取台北縣市與

高雄縣市地區，涵括的縣市與區域有限。

2. 抽樣方法之限制:在人力與財力物力等資源上之有限，本

研究無法採隨機抽樣，僅以便利抽樣，分析結果對母體之

推論會有限制。

肆、研究結果

一、受訪者個人特性基本變項分析

(一)基本個人特性

首先，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差不多，但仍以男性的比例略高

一些，佔 52.73% ;年齡方面的比例分配集中於 45-54 歲，共佔

78 .49% ;籍貫上，以「閩南」人為最多，佔 70.61% '其次則為

「客家」與「外省/大陸籍」族群;婚姻狀況接近九成者都是「已

婚」狀態，其次「離婚」者約 5.45% '少數受訪者表示已喪偶;

另外在宗教信仰方面，佛道教的比例已超過五成以上，佔

67.88% '其次則為無信仰者較多，基督教及天主教比例不高，

約佔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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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基本資料之次數分配表 (n=330)

t也區 次數 百分比

台北縣市 164 49.70 
高雄縣、市 166 50.30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男性 174 52.73 
女性 156 47.27 

年齡 次數 百分比

的-49 歲 121 36.67 
50-54 歲 105 31.82 
55-59 歲 68 20.61 
60-64 歲 36 10.91 

籍貫 次數 百分比

閩南 233 70.61 
客家 45 13.64 
外省/大陸籍 46 13.94 
原住民 5 1.52 
其他 0.30 

婚姻狀況 次數 百分比

已婚 292 88.48 
未婚 13 3.94 
離婚 18 5.45 
喪偶 7 2.12 

宗教信仰 次數 百分比

佛教&道教 224 67.88 
天主教 10 3.03 
基督教 21 6.36 
一貫道 5 1.52 
無 70 21.21 

接著在家庭生活狀況分析中顯示(請參考表 3) ，有 65.15%

的受訪者目前以「與未婚子女及配偶同住」為主，在子女狀況

分析結果中也可觀察到大多數子女婚姻狀況仍未婚%;相對

的，本研究另外對受訪者做未來期望的居住方式調查， r 僅與

配偶同住」的比例身體狀況良好時為 43.03% (請參考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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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狀況方面，七成以上者認為和子女保持「非常親密」

或「親密」的關係;與親友往來頻率亦以「經常」和「偶爾」

為主，共佔 94.55% 。此外樣本大多數中老年人對於自己目前

的居住方式滿意度是偏佳的(參考表 5) ，普遍回答「滿意」者

最多，佔 52.42% '其次「很滿意」佔 24.24% 。

【表 3] 樣本家庭生活狀況之次數分配表 (n=330)

目前居住方式 次數 百分比

自己獨居 20 6.06 
僅與配偶同住 40 12.12 
與未婚子女、(配偶)同住 215 65.15 
與已婚子女、(配偶)同住 31 9.39 
與己未婚子女、(自己偶)同住 17 5.15 
其他 7 2.12 

與子女同住 次數 百分比

無子女 22 6.67 
是 273 82.73 
否 35 10.61 

與子女親密關條 次數 百分比

無子女 22 6.67 
非常親密 81 24.55 
親密 167 50.61 
普通 59 17.88 
不甚親密 0.30 

與親友往來頻率 次數 百分比

經常 194 58.79 
偶爾 118 35.76 
f良少 17 5.15 
從不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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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樣本對未來年老或退休之期望居住方式次數分配表

身體狀況良好 身體狀況變差

未來年老或退休後期望之居住方式次數 百分比次數 百分比

自己獨居 31 9.39 29 8.79 
僅與配偶同住 142 43.03 121 36.67 

與未婚子女、(自己偶)同住 65 19.70 48 14.55 

與已婚子女、(自己偶)同住 49 14.85 78 23.64 

與己未婚子女、(自己偶)同住 35 10.61 39 11.82 

若無偶，與朋友同住 5 1.52 4 1.21 

其他 3 0.91 11 3.33 

{表 5】目前居住方式滿意度園子次數分配表 (n=330)

目前居住方式滿意度 次數 百分比

很滿意 80 24.24 
滿意 173 52.42 
普通 69 20.91 
不滿意 8 2.42 

(二)受訪者之社經地位

本研究將「教育程度」、「目前/退休前職業」、「每月

可支配生活費」歸於社會經濟地位之資料分析範園(參考表 6) , 

樣本分析結果顯示有 35.15%的受訪者有「大專院校/大學」的

學歷，其次有達「高中職」程度者佔 30.61% '教育程度普遍算

高;職業方面以「技術人員 28.48% J 和「次技術人員 23.64%J

為主，共佔 5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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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樣本的社經地位變項次數分配表 (n=330)

教育程度 次數 百分比

小學 32 9.70 
國/初中 63 19.09 
高中職 101 30.61 
大專院校(大學) 116 35.15 
研究所及以上 18 5.45 

目前/退休前職業 次數 百分比

領導者 28 8.48 
專業經理人 22 6.67 
次專業經理人 28 8.48 
技術人員 94 28 .48 
次技術人員 78 23.64 
無技術之雇員 41 12 .42 
其他 39 11.82 

( )受訪者之社會資源特性

資源特性以「社會保險」、「商業保險」與「社團活動」

作為個人擁有的相關資源資料，由於大多數國人都保有全民健

康保險，因此本研究末探討;而目前受訪者多數都有參加 1~3

項的商業險，比例佔 79.7% (參考表7)'其商業保險的類型分

為四大項(參考表 8) ，以「人壽險 J 9 1.3%最多，其次是「儲蓄

險 J '社團活動之參加情形則差不多各半，但仍以 54.55%無參

與社團者略高，其社團活動的類型亦分為四類，以「宗教團體」

39.3%佔最多數，其次是「學/協會 J '少數「其他」社團則包

括義工、登山社、羽球社、宗親會、生命線、健康營造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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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樣本在社會資源變項次數分配表 (n=330)
參加商業保險 次數 百分比

無 67 20.30 
有 263 79.70 

參加社團活動 次數 百分比

無 180 54.55 
有 150 45 .45 

【表 8] 樣本擁有社會源內容之次數分配表

商業險類型(n;263) 人數 % 社團活動類型(n;150) 人數 % 
儲蓄險 141 53.6 學/協會 45 30.0 
人壽險 240 91.3 俱樂部 28 18.7 
年金保險 29 11.0 宗教團體 59 39.3 
保險金信託 3 1.1 聯誼會 42 28.0 
其他 2 0.8 其他 12 8.0 

(四)受訪者之健康特性

受訪者對於自己的身心狀況都表示「健康」或「普通」

比例各佔 56.36%及 28.18% '其次則是「很健康 J '可見大多

數受訪者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大致上是滿意的，僅極少數者會自

認不健康或很不健康。(參考表的

{表 9] 健康特性之次數分配表(n=330)

自覺健康狀況

很健康

健康

普通

不健康

次數

48 
百分比

14.55 
56.36 
28.18 
0.91 

ro'

, 
o
o
v
i
几
句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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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對高齡安養住宅之認知與進住意願分析

目前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曾聽過「高齡安養住宅」此名詞或

產品，過去曾經聽過者就佔了 77.58%的比例;且在這些受訪者

裹，有 55 .45%超過五成表示對高齡安養住宅的態度偏向「尚不

清楚是否進住，但有興趣 J '其次有部分的中老年人認為「如

預算吻合考慮進入 J '約佔 22 .42% 。若達到其需求的話，未來

老化是的進住意願則有 53.36%以上同意(參考表 10 )。

接著針對「南北區域」變項對受訪者之住宅認知做交叉分

析(參考表 11) ，比較其不同區域(台北縣市及高雄縣市)對高齡安

養住宅的認知上有無差異。而資料分析結果明確的顯示南部與

北部中老年人在老人住宅的認知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表 10] 樣本對高齡安養住宅之認知及進住意願分析(n=330)

踐，過高齡安養住宅這類產品 次數 百分比

是 256 77.58 
否

74 22 .42 

考慮進住高齡安養住宅(現在或未來) 次數 百分比

正積極考慮中 23 6.97 
如預算吻合考慮進入 74 22 .42 
尚不清楚是否進住，但有興趣 183 55 .45 
不考慮 50 15.15 

若高齡安發住宅達到其期望及需求，在 次數 百分比

未來退休或年老後之進住意願

很願意 41 12.42 
願意 145 43.94 
沒意見 123 37.27 
不願意 19 5.76 
很不願意 2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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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樣本居住南北區域對高齡安養住宅認知差異撿定分析

地區
;11:.吾F

南部

過去聽過老人住宅(%)

是 否 卡方檢定值

82.93 17.07 5.366* 

72.29 27.71 

三、受訪者個人基本特性對進住高齡安養住宅之檢定分析

接著依據對個人基本特性的分類來比較各個基本特性變項

是否顯著影響未來老年人進住老人住宅的意願'由於在{表 12 ] 

中顯示結果集中於「願意」項。

北部的中高齡者明顯較南部中老年人願意在未來進住老人

住宅，之前在對老人住宅之認知探討上，南北區域變項與認知

之間便存在顯著差異，而對住宅之認知又與未來進住意願有顯

著差異。年齡層到 59 歲的受訪者對進住老人住宅的意願有隨年

齡增加而增加的正向趨勢，這項結果或許可讓我們分析出，逐

漸年老的中高齡族群將開始擔心其年老後的生活及照顧，隨著

年歲和身體狀況的老化，他們意識到晚年以後不願造成子女的

照護負擔，加上老人住宅的多功能服務項目能讓他的生活品質

更加提升，因而進住意願也隨之提高不少。相對於 60~64 歲的

族群其意願最低，分析其可能因素為這個世代的 60 至 64 歲中

高齡者可能對傳統社會的家庭鄰里觀念仍根深蒂固，或是對老

人住宅有刻板印象，所以最理想的養老方式還是以與子女同住

或居住於自己家中為主。在過去文獻探討當中，有些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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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籍貫」會影響老年人的居住方式(遷入安養機構或住於社區

自己家中等) ，在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亦顯現相似的情形， r 籍貫」

對於「進住意願」有顯著差異。最後，我們從「資源特性」

「居住方式滿意度」、「自覺健康狀況」、「過去是否聽過老

人住宅」四點去分析與「未來進住意願」的關係，結果以「資

源特性」、「過去是否聽過老人住宅」和未來進住意願呈現顯

著差異，尤以「資源特性」的顯著度更高。資源特性包含兩變

項一「參加商業保險」、「參與社團活動 J '我們會發現有參

與商業保險與社團活動者更有意願在晚年生活進入老人住宅安

養，在本研究的個人特性基本變項分析中已呈現大部分的中老

年人透過商業保險方式替未來做提早儲蓄與保障權益的計畫，

免於退休後對子女的經濟依賴;另參與社團活動充實閒暇時

間，可見大多數的中老年人經由「社會參與」的模式已經逐漸

與新新世代做接軌，許多資訊及意見將互相流通交換、分享，

對社會環境的變遷亦產生較高的接受度;從男一個角度論之，

目前已有參與社團活動的中高齡族群相對較重視自己的休閒生

活，因此在年老或退休後，他們必定會增加更多機會選擇參與

有興趣之休閒娛樂活動，而老人住宅便成為一個順應此潮流的

新興產品，除了提供優良環境與照顧，軟硬體設施及各項服務

更是面面俱到，致使他們的未來進住意願相對高出許多。



208 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

{表 12] 樣本相關變項對於未來進住老人住宅意願之檢定分析

未來進住老人住宅意願(%)

願意 無意見 不願意卡方檢定值

地區 :lt.吾F 63 .4 1 30.49 6.10 6.939* 
南部 49 .40 43.98 6.63 

年齡 的-49 歲 53.72 40.50 5.79 12.988* 

、 50-54 歲 57.14 39.05 3.81 

55-59 歲 67.65 26.47 5.88 

60-64 歲 4 1.67 4 1.67 16.67 

籍貫 閩南 54.94 39.91 5.15 18.140* 

客家 44 .44 37.78 17.78 

外省搭 7 1.74 26.09 2.17 

原住民 80.00 20.00 

其他 100.00 

參加商業保險 無 43.28 41.79 14.93 12.696** 

有 59.70 36.12 4.18 

參與社團活動 集、 48.89 45.00 6.11 10.309** 

有 65.33 28.00 6.67 

過去聽過 是 60.94 34.38 4.69 11.849* 

老人住宅 否 40.54 47.30 12.16 

三主 : * p<0.05 料 p<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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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住環境需求及偏好之分析

(一)南北部中老年人對居住環境各因子之重視程度分析

本研究將居住環境的各種軟硬體設施及服務項目分為七個

方向做探討分析，包括「整體住宅之硬體設施」、「整體住宅

之軟體設施及服務」、「價格因素」、「建設公司或服務管理

公司之專業與信譽」、「交通便利性」、「與親友保持聯繫」、

「尊嚴自主的生活」。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來觀察南部與北部

在各種居住環境需求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依據資料分析結果可看出:對「整體住宅之硬體設施」而

言，以「住宅之定位專為老年人設計規劃、專供其租質」、「住

宅本身建材、裝潰、坪數、採光通風等」、「完善無障礙空間

之規劃」、「擁有自身完備醫療保健之照護設施」、「提供宗

教相關場所進行拜拜、禱告活動」五個需求的平均數對南北地

區產生顯著差異。南部地區明顯比北部中高齡長者更重視「住

宅之定位專為老年人設計規劃、專供其租質」、「完善無障礙

空閑之規劃」、「擁有自身完備醫療保健之照護設施 J '而北

部地區則相對比南部重視「住宅本身建材、裝潰、坪數、採光

通風等」、「提供宗教相關場所進行拜拜、禱告活動」的需求。

「整體住宅之軟體設施及服務」在北部地區明顯比南部地

區之中老年人對 r 24 小時醫療保健系統與緊急就醫服務」、「提

供定期之義診服務」、「提供社會文化資訊或表演、展覽之公

告」、「有專人定期訪視及巡邏之安全服務系統」、「提供參

與志工之服務機會」、「提供日常生活代購或代辦服務」有較

高之需求及偏好。

在「價格因素」而言，發現南部中老年人比北部更重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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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住宅之門檻費用，如保證金」此項目，可見多數南部中老年

人對於價格相對較敏感。

最後，在「建設公司或服務管理公司之專業與信譽」、「交

通便利性」、「與親友保持聯繫」、「尊嚴自主的生活」四大

探討方向中，主要以「維持有親情的圍繞(靠近子女家) J 、「保

有自身隱私、尊嚴及生活自由的權利」在南北地區上顯示出差

異性，南部有相當高的程度重視「保有自身隱私、尊嚴及生活

自由的權利」的居住需求;北部則比南部更偏重「維持有親惰

的圍繞(靠近子女家) J 。總合所有南北地區對居住環境之需求

差異之分析結果，南部中老年人明顯比北部重視的需求項目包

含: r 住宅之定位專為老年人設計規劃、專供其租貫」、「完

善無障礙空間之規劃」、「擁有自身完備醫療保健之照護設施」、

「對於住宅之門檻費用，如保證金」、「保有自身隱私、尊嚴

及生活自由的權利」等五項，可見南部中高齡者較北部更偏向

住宅之基本實用性、合理價格與生活的自由及隱私(同家的感

覺) ，而北部明顯比南部更重視的需求有: r 住宅本身建材、

裝潰、坪數、採光通風等」、「提供宗教相關場所進行拜拜、

禱告活動」、 r 24 小時醫療保健系統與緊急就醫服務」、「提

供定期之義診服務」、「提供社會文化資訊或表演、展覽之公

告」、「有專人定期訪視及巡邏之安全服務系統」、「提供參

與志工之服務機會」、「提供日常生活代購或代辦服務」、「維

持有親情的圍繞(靠近子女家) J 等九項，表示北部比南部偏重

於住宅提供之特別貼心服務、整體建築裝潰、安全及保健系統、

社會參與資訊與親情的維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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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南北地區與居住環境需求之重視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

平均數 (n=330) 
全部 北部 南部 t 值

-、整體住宅之硬體設施

1.住宅型態 3.8879 3.9024 3.8735 0 .352 
2 住宅成品之新舊或建造進度 3.7788 3.7683 3.7892 。.352

3 住租宅質之定位專為老年人設計規畫'1 、專供其 3.9455 3.8537 4.0361 -0.250* 

4.住宅之外觀華麗或氣派 3.3970 3.4207 3.3735 -0.250 
5 住宅之座向與方位 3.5667 3.6341 3.5000 -2.176 
6 住宅本身建材、裝;黃、坪數、採光通風等 4.3333 4.2622 4.4036 -2.176* 
7. 完善無障礙空間之規畫l 4.2606 4.1524 4.3675 0.538*** 
8.擁有自身完備醫療保健之照護設施 4.2697 4.1646 4.3735 0.537** 
9 公共休閒娛樂設施及空間 4.0545 4.0061 4.1024 1.444 
10 住宅附近或本身有公園綠地供散步休憩 4.1667 4.1585 4.1747 1.445 
11 提供您進修學習之場所(例如長青學苑) 3.8394 3.8659 3.8133 -2.126 
12 提供您三餐可自行料理之場所 4.0545 4.0671 4.0422 -2.127 
13 提供宗教相關場所進行拜拜、禱告活動 3.4030 3.5000 3.3072 -3.614* 
14.本身附有停車場或停車位 4.0030 3.9817 4.0241 -3.614 

二、整體住宅之軟體設施及服務

的住宅地點鄰近市中心 3.7545 3.8049 3.7048 1.206 
16. 鄰近劇場、娛樂或文化設施 3.5636 3.6463 3.7048 1.208 
17 附近有百貨公司、市場等購物方便 3.7394 3.7561 3.7048 1.721 
的提供健身、休閑、旅遊活動之規畫'1 3.9485 4.0122 3.7048 1.722 
19 社團參與機會(伽川口俱樂部、老人會) 3.8121 3.8659 3.7048 0.427 
20.聯挂活動(認識新朋友) 3.8303 3.8171 3.7048 0.427 
2 1.廿四小時醫療保健系統與緊急就醫服務 4.4303 4.3232 3.7048 1.756** 
22.提供定期之義診服務 4.1485 4.0793 3.7048 1.757* 
23.專業營養師提供餐飲服務(料理三餐) 4.0121 3.9329 3.7048 1.375 

24 提供專人心理輔導諮詢服務(解決情緒 3.8788 
問題、心理上之困擾等)

3.9024 3.7048 1.377 

25.提供社會福利相關訊息之轉介服務(例 3.8939 
如保險、年金)

3.9207 3.7048 -0.360 

26.提供社會文化資訊或表演、展覽之公告 3.7545 3.8902 3.7048 -0.360*** 
27.定期提供健康養生資訊或相關活動 3.9091 3.9390 3.7048 -3.183 
28 有專人定期訪視及巡邏之安全服務車 j統 4.2333 4.1463 3.7048 -3.185** 
29 提供參與志工之服務機會 3.7758 3.9451 3.7048 -2.015*** 
30 提供專人居家清潔打掃 3.9606 3.9573 3.7048 -2.016 
31 提供日常生活代購或代辦服務 3.7727 3.9268 3.7048 -1. 869*** 
32 週道自然環境品質(例如氣候溫暖等) 4.2848 4.3110 3.7048 -1. 870 
33 住宅附近的治安狀況 4.5091 4.4573 3.7048 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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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格因素

34.對於住宅之鬥極費用(如係證金) 4.1848 4.0976 4.2711 -2 .492* 
35 對於住宅每月月費(如管理費、伙食費) 4.2000 4.1524 4.2711 -2 .494 

四、建設公司或服務管理公司之專業與信譽

36 建設公司的信譽、形象及口碑(營造者) 4.2606 4.2317 4.2892 -0.912 
37 專業的服務管理公司(營運者) 4.2182 4.1768 4.2590 -0.912 

五、交通便利性

38 交通便利 4.2788 4.3354 4.2229 1.786 
39 提供專門的交通運輸工具(接駁車、專 4.2000 
車)

4.2195 4.1807 1.786 

六、與親友保持聯繫

40 維持有親情的圍繞(靠近子女家) 4.1091 4.1951 4.0241 2.284* 
41 維持與老朋友或親戚子女之連絡、來往 4.2030 4.2073 4.1988 2.288 

七、尊嚴自主的生活

42.保有自身隱私、尊嚴及生活自由的權利 4.4061 4.3049 4.5060 -3.522*** 

言主 : * p<O.05 艸 p<O.Ol ***p<O.OOl 

(二)南北部中老年人重視的居住環境需求之優先順序

南部與北部的比較中可觀察出，南部的中老年人相當重視

居住環境實際定位、實用價值與費用高低，如住宅之型態、定

位專為老年人、住宅的成品新舊、建設及管理公司的形象口碑

與門檻費用、生活有隱私且自由等，因此在醫療設施與附近治

安上亦考慮較多;但相對於北部，他們除了基本的建材裝橫要

佳、完善的醫療保健系統與治安狀況外，其餘皆偏向生活環境

的便利性與親情的需求，例如交通便利性、週遭自然環境品質、

維持與親朋好友及子女的往來聯繫等，此結果反應了北部的中

老年人對親惰的的需求反而高於南部，希望即使遷入老人住宅

後，仍期望有子女及親友的情感支持，除了在住宅受到完善的

照顧，透過便利的交通及專門運輸工具，讓自己仍能方便和子

女來往見面，外出時亦不會因為居住地點偏僻而導致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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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南北部對整體居住環境需求之重視程度前十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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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廿四小時醫療保健系統

與緊急就醫服務

4. 遇遭自然環境品質

5 自身隱私、尊嚴及生活自由

6. 建材裝潰、坪數、採光通風等

7. 建設公司的信譽、形象及口碑

8. 提供專門的交通運輸工具

9 維持與親朋好友之聯絡往來

10.維持有親情圍繞

南部

1.住宅附近治安狀況

2. 廿四小時醫療保健~統

與緊急就醫服務

3. 自身隱私、尊嚴及生活自由

4. 住宅型態

5. 住宅新舊或建造進度

6. 住宅定位專為老年人設計

7. 專人定期訪視及巡邏之安全系

統
8 建設公司的信譽、形象及口碑

9. 住宅之門權費用

10.專業的服務管理公司

伍、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一)對老人住宅的認知差異

台灣對於老人居住規劃的起步，雖然比國外相較之下慢了

許多，但高齡化的影響，使得這樣的產業趨勢及福利事業不得

不給予高度的重視了。政府的獎勵興建措施已開始執行並觀察

成效，但針對城鄉的資訊接收差距亦不可忽略，邱慧寧於 2002

年研究結果即顯示台灣民眾對銀髮社區的認知仍不普遍，但已

成為新趨勢鉤。本研究顯示，進八成的中高齡者皆聽過老人住

宅，但南北的比例卻有明顯的差異存在，北部的中老年人聽過

20 邱慧寧，前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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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住宅產品的比例明顯較南部高，本研究推論由於現在許多

新興老人住宅產品多已開發於北部。

(二)對住進老人住宅的態度

研究顯示絕大多數的中老年人表示他們對此產品有興趣，

但尚未清楚是否進住，因此判斷受訪者對於未來是有計畫的。

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期望未來能獨立，不造成子女負擔，或不

想依靠子女負責晚年生活時，他們一方面會思考這樣專門為老

年人設計的高品質服務住宅，可使之受到更佳的照顧環境，因

此對相關資訊會產生接收的興趣。

男外，有很高的比例認為要吻合預算才會考慮遷住，這表

示經濟層面的能力受到不小的重視。許多學者一直在探討「價

格」因素的影響力，雖然很多研究資料結果顯示，由於經濟水

平及生活水準的普遍提升，大部分消費者已不再把價格做第一

考量，但相關文獻中，陳淑嬌於 2001 年的研究結果就表示， r 價

格」因素已居於「專業服務管理公司」、「交通便利性」、「休

閒活動規劃」及「危機處理」之後21 。再者，邱慧寧於 2002 年

的研究亦說明民眾能接受的押/租金範圍偏低22; 而本研究存在

許多中老年人表示「不考慮」的原因為「住不起」、「已有自

宅」等，因而將此種產品視為拒絕往來戶。

當然，現今市面上的老人住宅產品絕大多數因為服務項目

多，設備品質及照護水準都媲美飯店的形式，導致業者都訂定

鷺人的高進住保證金，動輒幾十萬或上百萬，每月仍需負擔幾

訓練淑嬌， <<大台北區高齡族理想住宅之研究>> (淡江大學統計學
系應用統計學碩士論文， 2001 ) 

22 邱慧寧，前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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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的生活管理費等，只有經濟能力高者，或是享有優質、固

定退休金福利的老年人，才有能力遷入，相對於其他有興趣及

意願者，卻可能由於預算不足或根本付不起而打消念頭，使「價

錢」成為一大阻礙。

(三)對進住高齡養生住宅的意願影響

研究結果表示，中老年人集中於「願意」遷住老人住宅，

而影響其意願的因素則有: r 地區」、「年齡」、「籍貫」

「資源特性」、「對住宅的認知」等。北部的中高齡者明顯較

南部中老年人願意在未來進住老人住宅，可能與現有之老人住

宅產品多建於中北部，對於相關資訊的獲敢及接近性過低，對

如此產品的認知或許還停留在社會福利機構中所指的「安養機

構」模式，而甚少有機會去接觸或參觀相關產品。

年齡層到 59 歲的受訪者，對進住老人住宅的意願有隨年齡

增加而增加的正向趨勢。逐漸年老的中高齡族群將開始擔心其

年老後的生活及照顧，隨著年歲和身體狀況的老化，他們意識

到晚年以後不願造成子女的照護負擔，加上老人住宅的多功能

服務項目，能讓他的生活品質更加提升，因而進住意願也隨之

提高不少。相對於 60-64 歲的族群其意願最低，此結果與邱慧

寧於 2002 年研究顯示年齡越大者進住銀髮社區意願越低的原

因應是相似的。分析其可能因素，為這個世代的 60 至 64 歲中

高齡者可能對傳統社會的家庭鄰里觀念仍根深蒂固，或是對老

人住宅有刻板印象，所以最理想的養老方式還是以與子女同住

或居住於自己家中為主。

蘇金禪與陳妙盡的研究亦指出「籍貫」為影響因素，但卻

表示外省人較多與子女同住，與本研究顯現不同的結果，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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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大陸籍」的中高齡族群願意進住之比例最高，而「客家」

人意願最低。推論外省籍高齡者因戰亂離開大陸播遷來台，相

對於本省人原本便根植台灣，不易離開其熟悉的居所，因而外

省人顯得較能接受選擇進住老人住宅安養晚年，但至今天的社

會，這樣的顯著比例已趨向弱勢，顯著度較以往 90 年代末期降

低許多，可見整體社會思潮巴在轉變。

「資源特性」的顯著度相當高。資源特性包含了「參加商

業保險」及「參與社團活動 J '結果發現有參與商業保險與社

團活動者，更有意願在晚年生活進入老人住宅安養。他們可以

透過商業保險方式替未來做提早儲蓄與保障權益的計畫，免於

退休後對子女的經濟依賴，與邱慧寧指出「保險狀況」對進住

意願有相當影響力的結果相符23 。男參與社團活動，可以充實

閒暇時間，可見大多數的中老年人經由「社會參與」的模式，

已經逐漸與新新世代做接軌，許多資訊及意見將互相流通交

換、分享，對社會環境的變遷亦產生較高的接受度。從另一個

角度論之，目前已有參與社團活動的中高齡族群相對較重視自

己的休閒生活，因此在年老或退休後，他們必定會增加更多機

會，選擇參與有興趣之休閒娛樂活動，而老人住宅便成為一個

順應此潮流的新興產品，除了提供優良環境與照顧，軟硬體設

施及各項服務更是面面俱到，致使他們的未來進住意願相對高

出許多。

(四)產品構面對進住老人住宅的意願影響

「整體住宅之硬體設施」方面:以「住宅之定位專為老年

23 邱慧寧，前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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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設計規劃、專供其租質」、「住宅本身建材、裝潰、坪數、

採光通風等」、「完善無障礙空間之規劃」、「擁有自身完備

醫療保健之照護設施」、「提供宗教相關場所進行拜拜、禱告

活動」五個需求的平均數，對南北地區產生顯著差異。南部明

顯比北部更重視「住宅之定位專為老年人設計規劃、專供其租

貨」、「完善無障礙空間之規劃」、「擁有白身完備醫療保健

之照護設施 J '而北部則比南部重視「住宅本身建材、裝潰、

坪數、採光通風等」、「提供宗教相關場所進行拜拜、禱告活

動」的需求。

「整體住宅之軟體設施及服務」方面:北部地區明顯比南

部地區之中老年人對 r 24 小時醫療保健系統與緊急就醫服

務」、「提供定期之義診服務」、「提供社會文化資訊或表演、

展覽之公告」、「有專人定期訪視及巡邏之安全服務系統」

「提供參與志工之服務機會」、「提供日常生活代購或代辦服

務」有較高之需求及偏好。

「價格因素」方面:南部中老年人比北部更重視「對於住

宅之門檻費用，如保證金」此項目，可見多數南部中老年人對

於價格相對較敏感。「建設公司或服務管理公司之專業與信

譽」、「交通便利性」、「與親友保持聯繫」、「尊嚴自主的

生活」四大方面:主要以「維持有親惰的闇繞(靠近子女家) J 、

「保有自身隱私、尊嚴及生活自由的權利」在南北地區上顯示

出差異性，南部有相當高的程度重視「保有自身隱私、尊嚴及

生活自由的權利」的居住需求;北部則比南部更偏重「維持有

親情的圍繞(靠近子女家)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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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生活環境不斷在改變，觀念及思維也隨著民主時代的潮流

而轉變、進步，家庭結構更是趨向越來越簡單的形式發展，這

一代的中老年人在未來正式成為銀髮族時，跟現在的老年人其

行為、態度、消費行為、生活型態都可能南轅北轍，政府及業

界人士更要多加強對這群所謂戰後嬰兒潮族群做需求調查，以

利目前銀髮住宅市場的推動及順利發展，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

出以下建議:

(一)針對地域性需求之差異做住宅之設計與規劃

南北部的社會環境及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本身就有某程度上

的差異，因此造就人文環境的多樣化，其對住宅的環境設計與

服務需求等等面向會產生變化，業者在不同環境背景及條件

下，應多考慮消費者市場的意見及需要，在不影響整體服務品

質的基礎上，再針對重點加以改良及規劃，設計符合市場需求

的產品以增加吸引力及滿意度。

另一方面，高品質的居住環境相對產生高價位的現象，導

致貧富差距使老年人的福利及照顧缺乏保障及全面性，政府應

該針對此一阻礙發展不同的政策及獎勵要點;業者更可依不同

的消費水準做住宅的規劃參考，做出市場區隔，針對不同的消

費者提供不同的產品規格，甚或可替老年人做財務規劃，在服

務品質沒有差異且公平的原則下，讓銀髮族都可享受絕佳的照

顧環境及福利，而不會因為高進住門檻或高生活費導致只能遠

觀的遺憾，雙方彼此也都可獲得利益，對人類社會來說也是一

項長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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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對老人住宅的推廣及認識

南北部明顯在產品的認知上有差異，而北部仍有接近兩成

的中高齡者沒聽過「老人住宅 J '顯示政府或業者在這方面的

宣導還不夠廣泛，甚至有些人可能還會混淆或不清楚安養護機

構和老人住宅的差異，相對的，對於老人住宅的認識更是缺乏，

畢竟「聽過」並不完全等於「知道 J '使得過去對「養老院」

的刻板印象可能依然存在，因此市場在擴大化的同時，不要忽

略對社會本身存在的信念，要設法去深入了解，並做適當的推

廣活動去刺激和影響大眾的觀念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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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斤往民照顧存的社會方析

王慶中 l

「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 J (創

二 18 )。聖經向宗明義說到人必須要互相幫助、互相扶持。

這也衍生出天主教社會訓導中的「主助原則」 2 。這原則在
第一份由良十三世父佈的《新事》通諭便出現了。因為「若

不關心家庭、團體、組織、本地實況便無法促進人的尊嚴。...

使他們得以椎動社會有效地成長」 3 。其後教會的多份文獻
都一再強調這一原則，而在比約十一世'h 1布的《四十周年》

通諭中，史率先肯定「互助原則」是保衛和促進社會生活

最重要的「社會哲學」 4 。該原則在實踐方面，教會也有更

細蝕的訓導5 。

在「互助原則」中，家庭、團體或組織等都已經是考

生常談。然而移民或新住民卻在二十世紀末禁再度蓬勃，

形成這個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作為全

球社會一份子的台灣也不能例外，從 1990 年代始，從中圓

大陸或東南亞移入的新住民，以及稱為「新台灣之子」的

子女，也同樣形成我國的社會問題。然而， r與其說移民

1 本文作者:王慶中，現任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2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185-188 。
3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185 。
4 比約十一世， <<四十周年》通諭， 79 ;若望保祿二世， <<百年》
通諦， 48; <<天主教教理>> , 1883;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187 。

5 請參閱《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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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展的阻礙，不如說它是發展的資源。... (因為)移民

可填補當地勞工不足或當地人不願從事的是些行業和華些

地區的職位空缺」 6
王慶中教授在這篇文章中，以新住氏的照顧~探討的

對象，分別從角色、談話以及社區三個面向，予以分析，

鞭闖入裡，值得吾人重視。他的論點如教會會'1 導，所云的r( 消

捶土)制止意圖剝削外地勞工的情況蔓延， ... (更應該積

極地)確保移民可融入社會和其人性尊嚴受係障。移民及

其家人應被善待，幫助他們成為社會生活的一份子」 7

壹、前言:跨越學科的門檻

台灣越來越多的新住民已經很引起注意，事實上也在影響

許多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不管是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原

住民，這個事實正在發生，影響在持續中。外來者包括移民、

旅客、勞工、船員、難民、航空人員、流亡者、留學生、僑民

等九種人，異鄉人是社會流動的結果，換了一個地方居住，不

管本來有多強悍，會發生適應問題，很多不如意，需要幫助。

有幾個觀點。自當事人來看:由一國家到另一國家如何面

對認同，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如何面對價值衝突，要如何建

立支持網路，發展新的關係，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由地主國

的角度來看:有沒有把他們物化，當成賺錢的搖錢樹，有沒有

善待，是否會主動的伸出援手?這是善意的人道關懷。由天主

教觀點來看，集體主義以人道平等看待所有人，幫助基本需求

的滿足，人性尊嚴不可因此而犧牲。

6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297 。
7 <<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 ，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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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有社會功能。很像社會學家派克 Robert Park 講的

「同時活在兩種文化的邊際人 J '在感情上常處在一種緊張的

狀態;他們智慧高，能力強，會增加社會活動的多樣性。人口

遷移是普世現象，尤其在全球化的大局面下，不可避免，衡量

一個都市有多少外國出生人口已經是新的都市發展指標，對當

地人產生影響，也關係到當地人的健康生活品質。台灣不能白

外於此一潮流，在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力量交會下，像少子

化、高齡化、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都市化，還有高工資、

高糧價種種因素推動，新一波移民很明顯，有近有出，台商移

到大陸投資，外籍新娘嫁到台灣，製造業需要外勞降低成本，

看護機構僱用大量人來做照顧工作8 ，深入各家庭照顧老幼。因

為普及到各鄉鎮、到各種產業，平常人已可感受到，台灣政府

當局雖沒有以前強勢，卻也體現新台灣人的人權需要尊重，提

出務實的幫助。

認真面對此一事實。今年已有兩場關於外勞、外籍新娘的

研討會在台北舉行，一場是台灣社會學會舉辦，一場是天主教

台北教區舉辦。幾年來，筆者曾在社會系發表〈傾聽與詮釋:

新莊天主教會服務外籍勞工的敘事分析) ，後來又循此人文關

心有(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台灣外勞照顧〉短文。本文續綠社

會學向前探索。 2007 年底又有一個關心移民人權的研討會在台

8 美國發布憂鬱症調查，照顧者的憂鬱最高 11% ，其次是準備食物

者 10% '再來是社會工作者 9% '被調查的受試者平均 7% ( ((自

由時報 >>2007.10.15.A6 r 鬱卒老美個人照護者最嚴重 J )。這個

調查說明了照顧老人與小孩的照顧者需要多一點支持、幫助。生

活品質研究多年前就指出 caregíver 的生活品質需要更多關心，台

灣外籍看護越來越多，這個問題也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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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舉行，這些活動的意義是積極地面對新的問題提出關心。

現在要看照顧者。對於異鄉人提供服務的人，他們是行動

者，每天在社會上活動，活出一個真實的目標來。世界本是行

動者的舞台，他們的行動有關心、有關懷、有照顧本身，而這

就是有文化9 。對外勞、外籍配偶、外娘等人佈施關心的人，不
只是默默關心，還跟這些新住民有結合10 。但照顧者這個角色

還沒有被廣泛的認可。在台灣，還沒看過那個人立志，從小就

立志扮演這個角色，要當個 careglver' 角色認同也還不明朗ll ，

以整體發展而言，相信這個社會角色將來會越來越重要。

問題是如何彰顯這個主題?如果社會學這門學問好比光，

把光束聚在這一點上，在社會大舞台上，把這個角色照亮，會

9 Dirk Baecker (1 977) ‘The meaning of culture.' Thesis Eleven. 

5 1:3 7-5 1.文化，有鑑別正確與不正確、有品味沒品味、有道德沒

道德之外，還有一點別的意思。依照希臘人對文化一詞的定義來

看，希臘字的文化 Cu1tura do1orum 一詞，是對神、對基督信仰的

表示，因此文化表達關心、照顧、注意與敬拜的意思。關懷、照

顧是文化對異邦人的友善體諒，有關心、有意識地去做，對陌生

人有良心，這些不但是有文化，也有基督信仰的成分在內。

10 Harrison C. White (1985: 189), Agency is more than a tie. It is a 

context for ties that cast shadows of commitment.見 John Pratt and 

Richard Zeckhauser (eds.), 1985 Principals and Agents: The structure 

01 Business. Boston: Harvard Graduate Schoo1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ess. 

11 世界是人的舞台，有多角色:作曲家、翻譯官、驗光師、外交官、
太空人、軍火商、酒保、人類學家、教練、演員、攝影師、禮儀

師、隨屋、播音員、氣象報告員、狙擊手、動物保護員、護士、

珠寶商、幼稚園老師、執事、花農、編輯、修車工人、水泥工、

獸醫等，很多被社會認可，也知道此一角色在做什麼事，有的角

色剛被社會承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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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貢獻。研究工作包括從社會工作、老人學、公共衛生、

護理等學門投入，因為事實上，長期照顧已經變成一門學間，

而且護理學院也已有長期照顧研究所。社會學加入會有什麼好

處，我現在試著用一些技巧，像角色分析、談話分析、每日生

活分析、個案分析、社區分析，還有社會學家高夫曼( 1974 ) 

Frame Analysis
12 ， 把百年來這些社會學的累積變成光照，用一

個貼近一點的社會學方式看照顧者，做點分析，幫助了解。

貳、社會分析

為社會現象進行考察，除了科學方法，還有很多努力都可

以說是分析，廣義的社會分析有很多種人在做，像記者、節目

主持人、堂口的神父、計程車司機、廣告公司、徵信社、特務

等人，都是要常做社會研判的人。研判的正確，成敗很現實，

會影響生活、影響工作績效。這裡的社會分析比較像男一種，

目的有點像是延長線，延伸思考，從社會學知識庫裡面，抽取

些方法，方法是指工具，是指有效的經驗沉澱，是指一些概念

的幫助，把問題看仔細一點。說是學術研究可能高攀一點，說

是科學又不太像科學家口中講的科學。

12EIVlng GofTmarl(1974), Frame Ana(ysis J An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高夫曼廣

為社會學界所知，他關心的基本問題是:這裡發生什麼事?每天

的社會生活運作包含的成分有很多，是例行慣例與有模式的活

動，發生的情節有很多是設計過的欺騙遊戲，包括所編的故事、

一連串的掌控，社會生活是有人的意圖心在作用，應該說在作祟，

跟自然界主要指生物界與物理界中沒有人心在導引的世界所發生

的事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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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分析

新住民照顧者，是一個比較新的社會角色。工作者本身認

不認同這個角色，也許不像教師、公務員、道士那麼清楚，可

是在台灣社會上真實存在。

一個社會如果有兩個階級:一個伺候別人的人，像酒保、

女侍、秘書;一個是被別人伺候的人，像老大、老闊、主人。

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很清楚，誰付費、得到什麼服務，當中不

是權威，也不是個人意志，而是一種關係。跑堂可能四五十歲，

客人可能十五歲，要幫他送菜、盛飯，這是服務者的謀生方式，

客人會付小費打賞。這麼說來，照顧者是一個伺候人的角色，

引進外傭帶小孩、看護老人家、照顧臥病在床的人，當然是個

人服務者，有的全天候，有的可做半天，有的一星期休息一天，

看雇主而定，看契約而定，看工作內容而定，這是一種僱傭關

係。一個是照顧者，男一是被照顧者。

我們現在要看的角色，是照顧新住民的人，即對外來打工

的人提供一些幫助，他服務的對象可能是菲傭。照顧照顧者，

人數上沒有那麼多，也不見得需要付費，有時候免費，像照顧

僑生、請吃飯、請喝酒的活動，照顧外來的留台學生，有的是

家庭、有的是教會、有時候政府也主動幫助，這些服務活動，

對象是外來的人。台灣新住民是服務對象，服務者不一定是全

職，全天候的服務，同時會得到薪水的人，輔大有六百到七百

僑生，真正做僑生輔導的，在編制內有兩位，其實會照顧僑生

的包括導師、教官、教會的人、舍監、指導教授等人。他的生

活中除了服務，還有別的活動，別的活動佔生活的比重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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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服務者是一個小部分的角色，扮演這個角色的時間短，不

是他的主要角色。

但對於某些人而言卻不只這樣。照顧移民不但是工作，每

天生活的中心，還跟所有其他角色都有關係，而且還是他的認

悶，照顧移民就是一生的志業。對外勞提供服務，包括庇護、

法律諮詢、遣返、開會、研究、討論、受訪，不但全天候，而

且一生都是如此，他們的關心無國界、無宗教、也無人種膚色

的區隔。筆者曾去高雄訪問過一位服務中心的主任，他說: r 服

務外勞不只是我的工作，還是我的生命 J '他還說: r 這裡以

前屬於宗座外方傳教會， 1996 以後我們接管，服務對象以移民

島主，我不看他的國籍，不論信仰的相同不同，只看他的工人

身分或移民身分，有位回教徒問我烏什麼對他那麼好?我與他

對談，討論愛、分享信仰的經驗真的很好，我們幫助人彼此平

等的對待，讓人親眼看見，宗教交談雙方都受益」

一生所學、所用，每天所思、所念的就是服務，這樣的社

會角色是如何產生的?馬克思會說因為生產關係，有工人提供

勞力，有人提供資金，有人提供土地，所以有地主、資本家、

無產階級勞工。有人說，出生在那'是那裡人，就認同當地，

認同這個家;生在那個家，排行第幾，家人的期待決定了日後

發展，這幾乎決定一生。可是社會發展到了另一階段，認同不

看出生，自己有更多選擇，選擇也更彈性，不一定照父母期望，

會更主動的建構。成人社會化比小孩白主，由自己決定變成什

麼人，申請什麼學校，進那個修會，學照顧移民去特定的學校13

去找 Scalabrinian 談談，聽說嘉祿修會在台灣有四位神父。他們

13 
羅馬有 Centre for Migration Studies. 垃江正坐笠~立性)1!h也li.gI且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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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照顧者，不是因為生產關係，不是家學淵源，是因為進了

修會，接受一套有計劃的薰陶，接上這個修會源自百多年傳承

下來的使命，當時義大利移民到美國打工人數眾多，時代的需

要，外勞照顧者的角色產生了需要，社會需要有這些人來做一

些事，補家庭與政府功能的不足。他們是一些很專業的人，有

豐富的國際經驗，還有支持網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

自己該怎麼做。

有的照顧者不是如此。一來他不認同，不會把自己與角色

劃上等號，也不會認為這是他該做的事，只是因緣進入此一機

構，做一天算一天，不是真正相信自己要幫助誰，真正的目的

是謀一個工作，離家不遠，錢也還可以，說什麼角色投入，實

在談不上，只能說準時上下班。有的社工員就是如此，他的督

導說: r 他照顧自己都有問題 J '自己一個人不會出什麼錯，

一起工作就不行。其實很多大學生也是如此，講不清楚自己的

意見，開會從不發言，不知是人格特質還是訓練不夠，去訪問

住戶，一定要有一個人陪伴，自己不敢去。工作表現不夠專業，

態度也不是很敬業。他們在工作線上，領固定薪水，每天上班。

當這一類的照顧者每天做事與業務相關，可能是辦公室的行

政，也可能是準備評鑑'出差參加訓練研習營，寫記錄或是報

帳，心中不見得以為自己是個照顧者，打工的暫時性很強，也

不會向服務者認同，也沒什麼組織投入，照顧者角色是暫時擁

有，如果明天有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離職走人的可能很高，

不繼續聘用，離開照顧者的位置l4 ，這個角色便消失。

14 角色理論中稱為角色退出( role exit) ，離開此一角色會經過幾個
階段，每個階段有不同特質，曾有人研究過修女出會，她會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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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期待要考慮。也許不太 function 的人不是因為不認同這

個工作，也不是能力不好或準備不足夠，而是想不想真正地開

始學習，還有一個，可能是不知道期待，況且沒有角色典範可

以跟隨，只好自己發揮，憑天才變成天兵，卻不進入狀況。如

是這樣，需要的事情很具體:一來有清楚的工作描述，二來清

楚工作規範，知道每天要做的事，也許這不只是一個機構的問

題，老闆或督導如何要求的問題。先前的社會化不足，學習過

程中學校沒有學如何應對，沒有學習尊重，沒有學待人之道，

這就不只是學校或個人的問題，還包括社會整體，如何期待照

顧者，照顧者的人權尊重。細看照顧者如何期待自己的工作，‘

有沒有勝任的能耐，這當中是會有矛盾的。角色衝突不可避免，

有個社工員跟我說: r我知道老師對我當社工有很多期待，可

是我自己也想要過好日子。」照顧者的角色跟軍人不一樣，也

許跟社會工作者也不盡相同，照顧新住民的角色是不是有更模

糊的角色期待?

服務者的角色認同、角色期待、角色衝突、角色退出，這

幾個概念其實是互相有重疊，在理念界可以分開說明，真實界

是混在一起的。以前，外出者會找親友同鄉會館，有認識的人，

現在可能是陌生人，不同國家、不同教會的人協助，幫助人的

人可能更專業化。這個角色塑造不全然受到分析者的關注而

成，有人最近對此一關照角色產生興趣，主要乃因應社會變遷

的需要，他們在做重要的事，但同時又不太了解、需要深入現

六個階段，不知有沒有人研究過社會工作者或 caregivers 的離職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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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進一步了解新時代的新角色15 。了解這個角色的多面性，

做這件事便不只是由於善心，不是隨性所至，一時起意。此一

角色需要具備技巧，像是如何面對媒體、應付仲介、面對勞工

局社會局、填表申請資助、面對不同的文化傳統，認真講，真

的是很需要多方了解，才會慢慢知道此一角色有什麼表現風格。

角色分析不僅是看直接提供服務者，討論角色也不只是一

個人的角色扮演，在照顧生涯中，這些活動對別人的影響是一

回事，還有對自己的影響，不管做的時間長或妞，這種服務對

自己的生命史、所扮演的角色，會影響自我。至於它怎麼改變

內在生命，很難從當場觀察到簡單的答案，生命一直延續下去，

場景也在變，影響層面可能在當下也可能延至下一代。

組織面為男一個分析角度。照顧團體的角色，不外乎宗教

團體與勞工團體，它們的切入點或關懷面不太一樣。表面上回

教團體說他們做的很少，據了解，一位教長飛到葉門專門去幫

一位教親處理婚姻問題，這種關懷別人很難做到。天主教做庇

護中心的、做海員服務的就多一點，報上登載，某船積欠船員

工資，海星國際服務中心的主任還上船協調。除去功能性的差

異，還有跟媒體的關係也可以一提，泰勞暴力抗爭高雄岡山事

15 有一次跟兩個記者去訪問，三人行必有我師，回程上這位社會工

作系出身的人很感性地說: r 我們台灣人輸人就輸在世界觀上，

這個義大利人又不會講中文跑來台灣照顧外勞，做的這麼起勁，

我們全班有幾個人去做社工?做幾天就跑掉了。」畢業快十年，

好像這一次訪問才真正見識到，看到工作的意義，看到專業的投

入，看到服務志業，看到天下一家。雖然是一件小事，由於身歷

其境，回程他開車在經過愛河五褔路的橋上，發出在海邊路上的

嘆息，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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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r 勞動人權協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勞工

陣線」、「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等機構出面聲援，表現積極

的支持。團體面的研究問題，像台灣到底有多少團體在做這些

服務?他們之間的往來如何?有的社會學家會由組織闊的網路

關係研究:誰在中心、交流什麼資訊、次數多頻繁、有多少人

員往來、在那個層級等等。還有他們自己組織的團體、自救會

有多少?可不可以自己有工會?這些都還需要再調查，深刻一

點，很快會發現也牽涉到政府的態度。

跨國比較是男一個方法。羅馬好像是對外勞最好的地方，

給一個議會的席位，沒公民權的代表，加入政府議事，這不是

簡單的事，至少台灣做不到。新住民比原住民人數還多，也工

作、也納稅，為什麼不可以有代表，道理是通的，事情還是靠

人去做，權利不會忽然掉下來，正好在你手上。台灣跟以色列

是全世界對僑民最好的兩個國家，政府裡面有僑委會，每年去

宣慰僑胞、教學中文，請僑民回國參加慶典，這些有歷史淵源，

華僑為革命之母，建國革命受到很多幫助。兩相比較，新住民、

原住民、僑民都是少數，各大政黨有海外代表進入國會，台灣

新住民的權益在政治舞台沒有什麼角色，沒有代表，這是事實。

談話分析

有時候把一些角色神聖化，或是當事人自我聖化、政治化、

學術化，做分析就有點脫離現實。凡人活生生地在世上活動，

會做一些很多人都會做很相似的事，生活中很多習性，應該說

是慣性，容易觀察到。 caregivers 如果是在僑輔室對僑生服務的

人，從接電、開會、進修、做報告、做預算等行政工作，很容

易觀察到他們的談話項目。談話分析是一個方法，相信人是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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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運用者，能放出訊息，相信主觀意識，相信互動為日常生

活中的重要成分，直接看到面對面的互動，可以了解一部分的

交談，這是他的社會生活的一環，真人真事的活動，採用此方

法用來看照顧者，試著看照顧外籍配有的機構，聽聽工作人員

日常談什事。

場景發生在一個機構，外面是天主堂與幼稚圈，跟很多鄉

鎮的天主堂很像，有一顆大樹在院子裡'散發著果香。裡面冷

氣剛裝好，進門七張辦公桌，靠牆有三部電腦，還有印表機、

影印機，一位看起來像社工員的人在講電話，另一位在做看板，

貼在牆上的好像是名牌，各村里的人口數，服務對象的分布圖，

男一邊佈告板上貼有縣政府發給花蓮教區的公文。時間是下午

四點半。有這樣的對話:

「先把行事厝打出來，今年的行事曆還沒有出來。」主任

交代一位電腦邊的小姐，這是事務性的工作。

「高風險低收入戶申請索，如果沒接受過補助，比較好申

請，請先電話聯絡，不然每次看到他們，都講一大堆。」主任

電話中交代同仁。

「行事曆打好，把昨天照的六家村民照片印出來，前幾張

是部落小孩學打鼓的相片，這個禮拜有人來村子教孩子打鼓，

聽說是頭目的外螃去找來的外國朋友。」主任要小姐印給老師

一張。在頭目家照的相片，還有三隻小貓，主人坐在藤椅上，

背景是青山，客人站在頭目身邊。

「這個表怎麼寫? J 有人過來間， r每次有聯繫會報，都

有附上資料，定期參加聯繫會報，打勾就好，主現，不需寫太

細，有附件付上就可以 J '回答很清楚。

「請老師幫我看一下評鑑的資料。」過幾天會有專家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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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同官員共四個人來評鑑，低頭仔細看一下手中的表格，十

分制式，有些指標很清楚的要求:是否建立部落人口群福利資

料、建立原住民婦女保護案件統計資料、國中中鞍生人數統計

資料，看起來很官僚化的表格。

這個地方原住民人口 1739 人，阿美族 83% '布農 8.6% ' 

還有賽夏族跟太魯閣族，這個機構提供服務，以原住民與外籍

配偶兩種人為主，外籍配偶嫁給原住民，也有嫁給漢人，客家

人、外省人的共同點是先生年長，四五十歲了，太太二十歲，

傳宗接代的觀念很濃。就業輔導有轉介，輔導四十位，有清潔

工、包便當、去誇所或機構工作，醫療服務去慈濟，先打電話

求助，會安排免費，但是要協助填表申請，協力幫助有困難的

人。訪視是一個主要工作，一年下來兩百次之多，有時候一天

跑六戶，訪問回來要貼相片，填寫記錄檔案。外籍配偶嫁給原

住民，有的有家暴，有的有病患，有的需要幫助申請補助，服

務的項目有的比較新，像是學習電腦、畫圖，在電腦房上課，

十分熱鬧， {:象似小班教學，旁邊有小孩爬來爬去，更像一個家

庭。還有講座，各種題目，跟成長或是溝通有關，據說參加者

都是走的出來，狀況好一點的人，有的不讓出來，因為家務忙，

有的說法是怕跑掉、跟人往來多、交不好的朋友、招蜂引蝶、

麻煩等。我看到辦公室的交談，對工作者有點印象，這點記錄

雖然很有限，可是是一個窗口，看到工作者日常生活的一面。

這裡發生什麼事?問題簡單而廣泛，每天在辦公室的對

話，很片面的事實，可以看到一些情節，白天、下午不一樣，

早上的對話，在等學生來上學:

「今天小可愛感冒，給他吃維他命 c ，沒來也好，來了我

們不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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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天在家，不來上學，安全一點 J '跟同仁說。

「不要玩水，把水關掉 J '大人說。

早上的幼稚園傳來歌聲「朋友們在一起.... J 一句一句唱下

去，聽一聽聲音，聞一閉氣味，也可以感覺到此地發生的事情，

沒有學理分析也可以感覺到很多，涼風吹過，一陣祥和之氣，

跟辦公室裡面冷氣不一樣。

談話的內容因為觀察時間而被鎖定。聽起來簡短、具體、

事務加上一些俗事，情境也就是場域化的談話方式，聽一聽沒

有什麼不了解之處。可以推論一下，比如說，談話對象電話的

另一頭是誰?這個問題不需每天觀察，聽很久才會發現，有一

些資料會反映出來，可以做一點合理的推論。

看捐款名單。結善緣的機構不少，例如修女很擅長組織資

源，把各方資源結合起來、台北關渡宮贈送一部車、主顧會送

兩箱書、伸旭公司的時裝、伯建實業公司送阿瘦皮鞋、太開企

業的衣物娃娃、富聚公司送保養品，有的化緣變成彌撒後的禮

物，有的分寄給相關人物，分給教友，有的新娘禮服不知給誰，

誰分到什麼很難說，我分得一件宏龍警友站的衣服，上面還有

警徽，不知是誰捐的，在捐款徵信的名單上有超過三十幾位，

我想這些人都有電話或面談的互動，捐贈前後都會有聯繫。至

於關係怎麼建立起來、跟誰牽連、如何增強、如何交換、贈與

的項目，這些超過目前要做的分析。

談話分析是一種由語言交談中去了解的方法，貼近生活面

的「與俗交 J '跟「與道遊」不一樣，美國社會學家四十年來

逐步開展的一種研究方法，剛開始可能是社會秩序的關心，後

來是關心每天的工作生活，不一定都是人與人的面對面，像有

人去了解計程車司機如何判斷此一客人可不可以載，目的是指



236 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

出信任機制，這個跟慧思16有關。現在這一門派變成研究傳統，

當中有一支為俗民社會研究，一支為每日生活分析，是用來研

究 caregivers '看這些積極的活動者，當事人會與那些人對話，

內容像什麼，發現一些實況。進一步看，不妨看這些對話中有

多少幽默的成分，有多少笑聲，變成照顧者的幽默研究。

社區分析

角色與互動都是一個分析的面向，學理成分多，不管是男

是女，當事人會活在一個空間，也就是在一個場域生活，工作

的同時做照顧活動，才會稱他為照顧者。

一群人聚在一起，地點也許是教會，志同道合的一起做照

顧關懷，也許弟兄都做同一種人的照顧，服務同一種人像原住

民、移民、工廠工人，也有可能服務很多不同的人，說不定只

有一個人在做外籍配偶的服務。照顧者的群體也可能不屬於修

會，而是一般人，在某地聚合。

舉一個例子。一些一直搬家的人決定留下，聚在一起開始

關心當地的事情，一段時間以後，有一些社區團體出現，這是

好事開始發展，他們白發地照顧越南嫁過來的姊妹，頗能夠互

相支援，住的近、鄰里關係強，不像縣政府，第一個問題是要

16 亞里斯多德 phronesis '一種倫理判斷，實踐的產物，在生活上的
認定，跟理論知識不同，跟技藝不一樣的知，很像常識或實智，

陌生人之間的E動有很多是靠當場的認定，要不要繼續下去，

careglvers 要面對的不同於科學家或是技藝，能夠當成功的獨當一

面的照顧者，不會只是靠機構後台，自己要有幾把刷子，能應付

三教九流、慈眉善目、低聲下氣、能屈能伸，這不是學問好不好、

理直氣壯的問題，能夠在真實界活下，敢跟人一較長短，需要很

多才華，而語文、談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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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這些人多少、人口分布狀況、各鄉鎮有多少;可是在另一

個分析單位l7 ，人數多少不是問題，個位數都算得出來，甚至

聽的見聲音、看的見人影、叫的出名字，這就是社會學家辛邁

爾( 1924 ) On Visuallnteraction 中講的城鄉互動比較中所說的視覺

互動的差異。

談的問題也不一樣。縣級要開協調會報，來的多為官方單

位lh 組織協調，重在溝通。談的事情是像如何編服務手加、

關懷據點的設置、訓練課程的開辦、介紹移民教育資源，想知

道最困難的人在那裡。女青年會是基督教的團體，在市區有外

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場地給縣府開協調會報，總幹事擔

任主持人，剛開始不久，提供場地給印尼人與越南人來此中心

活動，總幹事說他們彼此看不順眼，嫌對方太吵，還要打架，

在中心看到兩國人在花蓮會有矛盾。社區級重視資源獲取，民

間協會要有一些直接服務活動，不只是針對外籍新娘，還有相

關的活動，包下一些活動就有經費，可以提供工作同仁每個月

的薪水，另外還靠自己去找一些機會，送餐包便當19 、佈置場

17 分析單位是指 level of analysis '研究法上很清楚的提示有九:全
球、洲、國、區域、公司、家庭、社區、個人、小團體等，以花

蓮縣而言，狹長的行政區，大部分與花蓮教區重疊，如果是豐由

于土區，一個相對而言小很多的地方，日本人取的名字，以前是日

本人的聚集地，原住民漢人雜居，共生的地方，裡面又可以分成

很多小社區。區域性的差異，是值得關心的地方。

18 民政局、社會局、教育局、就業服務站、家庭教育中心、衛生局、
榮民服務處、健保局、移民署等九個單位，加上基督教女青年會、

原住民家扶中心是教會信仰的服務單位，中土區發展促進協會、社

區交流協會是民間單位。

19 幫助台中信望愛身心障礙協會做活動，準備客家菜送到肯納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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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是，顧及當地生活現實，能夠互助，也能不離家鄉，有工

作可以養家，兩全其美。跟有教會支持的服務團體比起來，社

區發展服務更是有當地的味道，既不曾靠過官，也不想倒向商，

自己有風格，更靠勞力付出，一點一點地尋找資源，創造在當

地的利基。

我想知道的是他們有什麼難處?難處有二。

第一、符號溝通，也就是語言問題，倒不是跟當地人民有

溝通障礙，學者專家來演講，講的學術語言聽不懂，所以自己

需要到學校去進修，再到學校去上課，學術語言跟日常工作的

語言不一樣，不容易瞭解。好比官方語言，問政府單位事情，

對方說「等艾文來了再說，去文還沒有來」。

第二，面對一些令人感到挫折的人，在想要經營出一個可

以照顧外來者、可以讓外出人回鄉、可以返鄉養老的機制之前，

這個願景要面對委員、方案的設計者，他們提出的建議，他們

有的只來兩小時，甚至二十分鐘，只看一些表面，提出的東西

令人錯愕'是一些「令人挫折的人」。

日本移民村是最近的例子。報紙上也登過一陣，末了想吸

引日本人退休以後來台灣常住，委員說要重視日本移民風味的

保存，有文化特色，經營民宿事業，社區要有配套，修復日式

老屋，舊電影院還在，整修好可以有娛樂活動，生活不會太乏

味，可帶動發展。事實上，修復老舊電影院費用需要台幣兩千

萬之多，對我們二十個人的協會而言，這是天價，想要留住臼

宿，活動是家屬自強活動，肯納是發現自閉症醫師的名字，肯納

是自問症的代名詞，有關的單位一個是社區發展協會一個是福利

團體一個是民宿加上遊覽車公司，四方配合，彼此互利，不是靠

政府或依賴教會的力量，主力是由民間社團的結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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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退休人潮，到台灣來居留，先要投入這麼多本錢，官方找來

學者跟著政府走，這些建議對當地人可能會有傷害，試問會有

幾戶人家招待日本人，受益者有限，政策跟多數人無關，可不

可行，真的做下去誰得誰失，都是問題。

男一個是自主性問題。移民組成的團體，要社區自主，會

自力更生，移民本是一個社區創造力的來源，集結一起在當地

成長，做點社會事業。但是感到困難的是政府，有時候政策上

請來專家諮詢，講句話也許壞事，也許這不是信任的問題。「中

央地方不同謂」、或是「個人組織與社會的矛盾 J '在服務新

住民的團體上出現。大人提出的方案，方案的委員，政府的政

策像 long stay ，使人要想一想「矛盾」的問題，發現矛盾是有

意識到現況中想法與做法的差距。

學理上也許說的很好。研究社區的學者20說，建立社區要

增加文化產業，增加文化財，會幫助創造環境友善，變成一個

社會公平的居所，讓人變得更強，增強社區的信賴感，增加信

任，互相容忍，加上跟外來社會結合，引入歷史感，對當地的

生機產生正面幫助。如果這些道理對於當地人是對的，也有人

去推動，行動導向加上媒體的宣傳，這麼多人捧場，為什麼有

矛盾?這就是社區分析要面對的真實面，或是願景面的問題，

這是不是我們所願?那一件是下一步該做的事?

需要進一步的分析。以前社區研究權力結構，看來研究移

民社群要看一些動態面，比如說，對社區將來的願景是否有不

20 Bridger, J. C. and A. E. Luloff (2001)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Community: Is Social Capital the Answer? Sociological Inquiry 

71 :4:45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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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看法?台灣，對未來的看法有統獨之爭，對於新移民的照顧，

不只是外國來的移民，還有國內的移民，不只是照顧，還有自

助，自助團體會自力更生，有自己的想法，當主張形成論述，

公開討論，發現不同面，對社區描繪出不同願景。

也許照顧研究要把注意力由現在的資源分配者，轉變成把

注意力放在社會矛盾，先有矛盾後有衝突，利益衝突才是要去

面對的事，早晚都會遇到社會矛盾，研究者如何把意識到的矛

盾具體表現，進而面對轉化，當中就會有創造的可能會出現。

參、討論

社區研究者會問:社區跟社會如何聯結?照顧者與社區如

何聯結?做的好，互動成功，將會進一步換取更多的資源，資

源獲取順暢服務過程，如果做不好，交易也不順利，加上溝通

的語言差太多，理解有障礙，不來電，甚至產生麻煩，工作生

活無趣得很，照顧生涯蒙上一層陰影。不過，遭遇到問題才會

幫助反省，想一想自己的實踐，自我是誰?誰才是自己?我來

自何方?為什麼要來此做 caregivers 的工作?得到什麼?失去什

麼?還要撐多久?這是一連串的反省問題。可是照顧有場域

性，跟當場的遭遇順利與否息息相關，照顧不見得需要高深的

理論，不見得需要犧牲，這個活動有拿也有給，有苦也有樂，

有交換也有付出，有合作也有競爭，戲碼劇本也沒有一定的版

本，有的會一直做下去，有的角色終止，退出了照顧活動，當

中原因身歷其境者心中有自知之明。

由語言來看，面對來訪問的人，有的怨官不怨民，有的不

像慈濟那麼多四個字的話，像社訓一樣的耳提面命，那麼有神

性，但依然活躍，邀請人來演講，舉辦活動，當募經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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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協調會報落落大方，有自己的判斷，有目標有行動，還

有自己的立基，把自己所有的換取所要的，自得自在，民間團

體的活力可觀。

前面的分析很多是基於看到，發生在訪問者跟前，感受到

情節的細部，當事人會告訴活生生的情節，可是本文還沒有給

careglvers 下一個定義，如果這個角色是曾經關心照顧過移民、

外勞、外籍配偶、留學生、船員，就在本文範圓的真實自標涵

蓋到了。其實照顧獨居老人、孤兒、小孩、殘障者也是 caregivers ' 

如果是給予這樣的定義，一生當中曾經扮演過這種角色的人相

信很多，也許每個人都是，所以 caregivers 不是聖賢，之所以有

此稱謂，因為他們在行動上付出關懷的心，因為有對象讓他可

以伸展，把自己延伸到世界舞台的某一角落，也許他本身是有

祖傳神經病，做事不見得樣樣成功，做人也不見得達到很多人

的期待，擔任 careglvers 的角色卻頗勝任，適時給人一些幫助，

佛教稱佈施，關愛方式多元，心意感受到就有因緣和合，

caregivers 是啟動者，發心而結緣，因此有可能與被關心者變成

夥伴，形成 partn帥，關係的發展本無定法。

caregivers 與 carereceivers 之間的關係是值得討論的話題，有

給的一方就有拿的一方，由接受者來看給予者，仔細討論下去，

就像討論任何社會關係，交互作用變得很複雜。社會學家高夫

曼認為，耍了解面對面的互動關係，必須了解對方主要的

frame' 明白對手的主要想法架構，依什麼思維在跟我互動，不

管他是站在 caregivers 或是 carereceivers 的一方，了解關係或了解

互動都不能光看表面，不可只靠觀察，還要看主觀的意識，尤

其是行動者當事人心中的世界不可不察，背後的 P阻MARY

FRAME 要考慮清楚，這是上一世紀社會學家留下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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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別的智慧。比如說大結構的改變，影響到 caregivers 的

角色，不只是行動、意識、詮釋，還有結構，討論什麼是結構

太沉重，這裡舉一個例子比較好。故事是這樣子的，說到地中

海島國馬爾他，一向是非洲人去歐洲大陸移民的跳板，尤其是

非法移民經馬爾他到義大利，以後再去別國，政府當局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已經很多年，可是局勢變化，申請加入歐盟成功

是好事，可是對外勞照顧者而言有不同的意義，由於歐盟希望

管制外來移民，希望國家有點控制，政府受到國際壓力，要取

締非法移民，政策變得嚴格起來，幫助非法移民變成違反國家

法律，跟窩藏人犯接近。局勢的變化不會因一二人的意志轉移，

當必須要面對現實力量的時候，個人變得渺小，照顧者要面對

的不是自己的裁量判斷，而是國家公權力的裁量權，警察如果

來抓人，理直氣壯，執行公權力，不只非法移民者要面對移民

局，雇主也要受罰，同時保護外勞的人也要面對國家法律。

這些討論聽起來嚴肅一點。也有愉快的一面，有所期待會

愉快一點，渴望什麼出現本來是社會期待的一面，也是合理的

一面。對外勞照顧而言，其中一個期待便是產生照顧文學。移

民來此有苦難，那裡有苦難，那裡有文學，照顧者會看到、會

耳聞，希望可以與台灣人分享。男一期待是幽默，移民的文化

包括食物、幽默與笑話，好像留學生後來去開餐聽，傳播中華

美食，留學生有特殊的文學，特別期待的是幽默文化，移民會

有特殊的幽默，不管是自嘲式、攻擊式、參與式、自我增強式，

都可以慢慢研究比較，這是目前台灣還沒看到但可預期的，照

顧者因為接觸被照顧者多一點，進入他們生活的世界多一點，

若不自園、敏銳度高，自會比別人先一步感受到。這是討論未

來可能性，期待新的文化模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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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反思

本文主題照顧者，以外勞、外籍配偶照顧者為首要的關心

對象2l ，做角色分析、談話分析還有社區分析。社會分析也討

論到照顧者的矛盾，將來應該看的，不一定是統計人數以實證

式調查，不一定是到圖書館看文獻做詮釋。在此，我認為一個

該做的事，是把注意力放在照顧者身上，他們有什麼顧慮，有

什麼害怕，有什麼事情令他最感到挫折，探索心態與意識，這

個想法跟隨社會學家 Goffman 的 Frame Analysis 思維，把當事人

的認識界與知識庫，尤其是感情導向情緒認真面對，把照顧者

的主觀面了解清楚一點，這跟臆測行為動機或是聽信當事人的

說辭不太一樣。追求了解本身有意義，因為求真，對這些付出

21 內政部出版的《社區發展》第 105 期( 2004 年的三月號) ，主題
就是外籍與大陸配偶，發表專文討論外籍配偶的學者專家以及社

工行政首長多達到篇。我們關心的是照顧者，不是外籍配偶本

人，用的是社會學觀點，不是社會工作。理論觀點上接近行動論，

相信世界是行動者的舞台，因為有外籍配偶，所以有外籍配偶照

顧者，採用符號互動論學者高夫曼，以他的觀點在研究者心中伴

隨研究進行。並不是套用某個理論，是並行。高夫曼假定人性本

惡會耍會騙，裁量能力才是重點，弄清案主與服務員當中的遊戲

才是要分析的部分，我不假定壞人是誰，也不假定此一服務者與

被服務者關係發展當中誰受益，我超越善惡，也超越權力，只相

信這兩者在社會行動中的比重會變大，也就是戲碼會加重，在台

灣人生活中的比重會增加大，所以需要多一點關心，研究跟討論

都是關心，眼政策不一定要有關係，但是我關心的方法不是清談

不全是冷眼旁觀，所以我去現場，也不像警政或社會新聞或電視

記者的專挑壞事報導，本文並不信倫理中立，更不是追求社會公

平幫誰申冤，出一口氣，也不想看照顧世界中稀奇古怪的事，反

而很重主觀面，把照顧者當事人研究者自己的想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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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人研究他們所思、所言、所顧慮，同其苦樂，這是向善，

跟社會需求一起脈動，會消業，有助社會平衡發展。

最後要轉換一個觀點。有時候到海邊玩，白天晚上都看到

釣客，一個人在海邊釣魚，好像很自在，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把釣客比於照顧者，兩相比較:性別上釣客多為男性，年齡為

中壯年，為什麼自己去釣魚?不得而知，照顧者多為女性，為

什麼去服務外勞、外籍配偶新住民?以幾年所見的個案，很多

是基於宗教理由，做教會的服務事業。把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

放在一起，不是希望多一點人去服務，少一點人去釣魚，會把

這兩種在真實界生活中可見的人，拿出來並考慮的人不多。如

果因此可以脫離一下，站遠一點看，世界上角色多得很，也許

比較會有刺激，找到相似之處，拿兩個比一比，找到差異之處。

若能更進一步刺激思考空間，如果推展順利，說不定會找到

metaphor (隱喻) ，符號互動論者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找到

metaphor 。什麼是照顧者的 metaphor? 這個問題最好是留給聰明

的妳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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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 W.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356-365. 



台灣政黨輪替派人權現況

周曉育、周翰廷 l

本文作者以 r'第二階段金融改革與政府貪腐」、「刑

法與人權問題」、「外籍勞工問題」及「外籍婚姻移民問

題」四個面向，檢視台灣人權現況，發現台灣社會仍有很

多不玄之處。可是人權團體必須頻頻拜會政界人士，才有

可能在國會議事的殿堂裡'藉由這些政治家為社會的不去

發聲。教會中若能有幾位撞於~民喉舌的人才，並在政界

擁有一席之地，那麼，教會使能隨時隨地~社會中「最小

的一位」發聲，並更有力地為他們爭取福利。

前言:人權問題的轉型

國民政府失去在中國大陸之政權的主因之一，便是政治的

腐敗。蔣中正領圓民政府來台後的主要施政計畫，則是發展經

濟與改善吏治。當時他舉用陳誠，而陳誠的職位後來由蔣經國

接任。兩人施政之特色，則是要求公務員勤樸刻苦，並完全與

金權、黑道脫離關係。李登輝執政時代，國民黨因為要面對台

灣的本土意識、民進黨的人權訴求以及選舉考量，便與黑、金

掛勾。這行為雖能一時贏得選舉，但終究讓國民黨失去了政權。

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年報中，我們可以明顯看見台灣人權

運動，在民進黨執政前多考量與政治相關的人權問題: r 回首

1 本文作者:周曉育教授，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周翰廷先生，同校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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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台灣仍處於威權獨裁的風聲鶴咬之中，接速發生的

美麗島事件( 1979 )、林家血案( 1980 )、陳文成血案( 1981 )體

現統治者對異議者的惘嚇」 2 。

從 2001 年起，由台權促進會所企劃之「台灣人權報告」年

報中專題、新聞事件與評論的主題當中，我們可以看見台灣人

權問題探討方向的改變。從 2001 年的《政府公權力之行駛與人

民隱私權之保障》、《政府揚人勒贖，無罪? ! ))、《台灣死

刑制度發展趨勢》、《大眾時代傳播下的隱私權問題)) , 2002 

年《落實憲法訴訟平等權之「法律扶助法 J >>、《人權政府的

全民指紋資料庫情結》、《頭套、無罪推定與偵查不公開》以

及《論國家介入親權行使之法理基礎一以兒童人權為中心價值

的論證體系)) ， 2003 年《無成長的原住民財產權論述》、《勞

動者與消費者的公共利益》、《由平等與信賴保護原則出發一

談晶晶書庫男體寫真查扣事件隱藏的道德性恐慌》、《評述「非

常光碟」事件)) ，到 2004 年的《個人資料保護台灣:誰的事

務? ))、《出版品分級辦法》、《難民庇護:台灣人權保障的

檢驗劑》、《饒了外籍、大陸配偶和她們的家庭吧! )) ，我們

可以看見民進黨首次執政週期中，台灣人權議題已經從政治的

人權，轉移到個人的人權。

到了 2005 年，於天主教輔仁大學舉辦的《普世價值與本土

關懷》研討會，主題更從個人權利轉至關懷台灣在全球化中的

弱勢者的項目，如韋薇修女《天主教社會捍衛合理工作》、林

燦仁主任的《台灣勞動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周曉青副教授的《教

會的社會思想與外籍勞工》等。

2 0001 年台灣人權報告 )) ，封面裡，李茂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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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觀察，可以發現早期的台灣政經分離，即使政府

專權、忽略人民的政治權利，但政府在經濟上是清廉的。而因

為經濟的成長，使原本貧窮的島國成為亞洲四小龍。但自國民

黨執政的最後四年起，台灣的政經社會結構有了重大的改變，

並持續至今。在 ((2006 年美國在台協會人權報告》中，便毫不

客氣地呈述民進黨政府政經掛勾的弊端。

現在台灣所面對的問題，是人民對政治與官員貪污的無力

感，並受通貨膨脹之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沒有餘力關心

外籍配偶、勞工以及司法弱勢者等邊緣族群的問題。但是以天

主教的立場來看，因為世上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兒女，所以我

們不能忽略「弟兄們最小的一位」。

此論文將會以幾個單元，來討論民進黨執政後新生或仍然

存在的人權問題。分別為:

一、第二階段金融改革與政府貪腐;

二、刑法與人權問題;

三、外籍勞工問題;

四、外籍婚姻移民問題。

一、第二階段金融改革與政府貪腐

《教會訓導彙編》第 328 條，談到經濟生活的部分時，認

為「財富是烏了共享而存在」 3 。因此，在財富被不合理地收掌

在少數人手裡時，當然也會影響眾人共享財富的權利。

這一部分可先從近年來第二階段金融改革與政府貪腐的嚴

JCompendium qftheSocial DOCuyp1EQfthE Church pontifICGl Council 

for Justice & Peace, 2004,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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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來探討。

(一)第二階段金融改革

銀行業是財產、財富的管理者，因此銀行有義務保障眾人

以工作換得的財產。但在民進黨執政後，銀行合併的消息此起

彼落，甚至做出二次金融改革的決策。這個過程不僅讓銀行員

失去工作，甚至會使經濟危險升高，而使眾人持有完整財產的

權利不保。

《教會訓導彙編》第 301 條中談到: r 像所有其他權利一

樣，工作者權利是基於人的本性和他的超然尊嚴」 4 ，而這理所

當然包含了工作者保有工作的權利。而根據銀行員工會全國聯

合會(銀行員全聯會)的租估統計， 2002 年至 2005 年間，對「普

通只看到財務、績效提升多少，及有形資產等，卻忽略了最重

要的人力資產」 5的資方理所當然的裁員動作，使銀行員因此被

迫暫時或永久離聞工作職場的人數已經超過五千人。

台灣第一件銀行合併案是台新銀行於 2002 年 2 月併購大安

銀行一案。在併購風氣逐漸盛行下，陳水扁總統「在 2005 年

10 月'h開要求主管機關應達到四項整併目標 :2005 年底前至少

出現三家市占率 10%以上的銀行，官股銀行家數至少減為六

家;十回家金控官司要在 2006 年底前整併烏七家，以及至少有

一家金融機構由外資經營或赴海外上市」 6 。此即所謂「第二階

4 同上， p. 145 。
5 (在企業併購風潮中，員工應有的態度與生存之道) ，工商時報，

2007 年 9 月 10 日。

6 (他們為什麼要罷工 9 行員罷工 V.S.錯誤金改政策) ，韓仕賢，

2005 0 http://www.tpwu.org.tw/periodicaI!3681l 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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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金融改革」。時任行政院長的游錫望在 2004 年 10 月 7 日的

行政院財經會報中指示: r財政部長林全會同金管會在短期內

儘遠前往歐、美等先進國家招商，引進國際著名的金融集團前

來我國併購、投資式建立策略聯盟」。而當時的金管會主委龔

照勝也不排除將讓外資或國內企業持有公營銀行所有股權。

此一決策造成社會輿論的強大批評，認為二次金改會讓台

灣金融被唯利是圖的財團及賺取足夠暴利便會脫手的外資所主

導、掌控，如同任國家的金融經濟命脈窒息，而在第一時間內

也沒有相關官員敢承認自身曾參與該項決策。而後於同年 11

月 18 日， 120 位各大銀行的工會幹部前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公開批評金管會主委的言論。在該場合當中，由國營

四行局工會(四行局為台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中央信託局)

所成立的「反財團、愛台灣一催生本土金控大聯盟 J '針對政

府第二階段金改政策中 r r 併購諮商小組』、『金控評估標準』

與併購激勵措施，以及透過業者增資、釋股引進外資等要點 J ' 

提出質疑，並要求與金管會主委公開辯論7 。

工會並提出三項要求金管會正式之主張，分別為「反對金

管會成立以政策強迫指導併購的『併購諮商小組.lI J 、『積極

評估四家國營行庫共組本土金控的可行性.lI '以及要求「金管

會主動檢查已合併之機構是否遵行 E對受雇人權益事項』以保

障員工權益」。可情金管會當時的回應，僅派副主委代替主委

對工會幹部「說教 J '甚至與代表對罵、搶奪麥克風。最後，

全體工會幹部因此憤而集體退席，該場集會就此收場。

7 (反財團、愛台灣一催生本土金控大聯盟) ，北市新聞禍，陳孝雄，

2004 年 11 月 20 日。 http://tnews.cc/02/newscon1.asp?number-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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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相距三年的第一階段金融改革，陳水扁總統所推動的

「二五八金改計畫 J '在「解決基層金融問題，並在二年內逐

步把整體金融機構的逾放比率降至 5%以下，同時把資本通足

比率提升至 8%以上以符合國際清算銀行 (BIS) 國際標準」 E等

層面上，皆已獲得可觀的成效。但是第二波金融改革的目標，

除了在整併時製造眾多失業人口，亦可能使整併後的巨型銀行

出現鉅額虧損，甚至讓國營銀行「在一夕之間落入財團與跨國

金融集團之手」 9 。

首先，就金融機構的規模與其效益是否成正比來看，我們

可以以日本銀行體系為例。日本金融界在 2001 年重整合併後，

只剩下四家主力金融集團，但「四大銀行在去年都出現鉅額的

虧損」。日本四大金融集團個個規模「都是世界級的巨無霸」 10 ，

但在資本收益等層面並未與其規模的擴張成正比。

台灣金融業在近年之所以有所成長，客戶個人信用的無限

制擴張乃為其主因。而不需負擔營業稅的銀行，每年更能節省

至少一千億元的稅金。更值得注意的是， r 台灣金融商品幾乎

沒有商品區分，純粹是價格割喉戰」 ll 。在這樣的情況下，銀

行並不具特殊的競爭能力。因此以假設銀行達到 20%市占率便

可成為區域金融中心的論點，並不是值得肯定的。此外，金融

機構不一定要夠大才能在市場生存，政大金融系主任沈中華便

認為區域型的金融機構也是可以生存的。譬如以服務社區民眾

8 (銀行員工要求金管會龔照勝出面辯論金改政策) ，北市新聞網，

陳孝雄， 2004 年 10 月 20 日。

9 向上。

10 同上。

II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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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社區型金融機構，也會有其適合發展的業務。

過度巨大的金融機構，也會面臨道德風險過高、「大到不

能倒」的問題。以 1999 年日本民銀的長期信貸銀行爆發營運危

機額瀕臨倒閉為例，日本政府在金經情勢後，決定接管該信貸

銀行。此事足以證明巨型金控一且發生財務危機，政府或把注

資金挽救頹勢，或將銀行「國有化 J '方能達風險社會化的方

式化解危機。

從我國金融重建基金的運作情形觀察，在政府會賠付金融

動盪時的損失時，可能會利用法規的漏洞淘空銀行資產，再讓

利用稅金建立的金融重建基金接管銀行。而勞工的退休金、公

教人員的退撫基金等若交由一旦經營不善便會宣告重整的私營

銀行存放，銀行一且重整，與《教會訓導彙編》第 301 條談到

工作者權利的條文背道而馳的規模更擴展到全國退休人員領不

了退休金的窘境。如此社會責任，只有以政府信用擔保的國營

銀行及信託局才能承擔，不是一般私營機構所能負擔的。

至於併購所造成的台灣財政危機，可以以總資產達 6.55 兆

元、本國銀行資產市占率 26.48% 、存款市古率 28.4 1%、放款

市占率 25.74%的國營四行局為例來探討。在「徹底民營化」的

政策下，四大行局淨值為 3 ，070 億元，因此「國內外財閥只需

花 150 至 300 億元，甚至以更低的數字擁有 5%至 10%的股權」

l2 ，市占率皆達四分之一以上的四行局就此落入他手。屆時台

灣的政經局勢，可能受財團的金融手段左右。不僅原本能上繳

國庫的盈餘會依股份比例分由外資，而掌握國內金融與產業發

展命脈、作為戰略性產業之一的銀行，也在外資控制銀行經營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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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使國家喪失總體經濟的控制權。

二次金改仍繼續進行，首先一案便是台新金併吞彰化銀

行。而政府第二個整併對象，則是對佔台灣企業總數 97.8%的

中小企業放款市占率達 12% 、僅次於合作金庫的台企銀行，進

行併購招標案。如果少了作為中小企業專業銀行的台企銀，金

融市場便會「充斥著完全面向市場的金融財圈，而進一步促使

台灣中小企業淪入高利貸的循環中，甚至更仰賴地下金融。」 l3

一旦台企銀連到併購，消費大中與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權將受到

相對的剝奪。

在財政部欲將台企銀於九月中旬前賣出，台企銀工會便「決

定在進行招標案的前一天罷工，增加潛在買方併購台企銀的壓

力及成本。」於是在 2005 年 9 月 8 日，台灣企銀工會發動了台

灣金融使上第一場罷工行動，並持續四天至立法院召開院會首

日才收場。不僅使標售案因延岩許久而戲劇化地廢標，也將反

對二次金融改革的訴求訴諸於國會議場。

後政府的確改變決策方向，也做出成立由國營行庫組成可

作「資源整合、並在財富管理、保險及輸入出都有多核心重要

性」 l4的台灣金控的決定。台灣金控分三階段完成，公平會首

先快速通過台銀、土銀與輸銀「三合一」計畫後，使台灣金控

於今年九月初向金管會送件申請成立，預計在 2008 年完成第一

階段掛牌成立。

但是參與成立台灣金控的台銀、土銀與輸銀的「三合一」

13 (感動!撼動!記台金銀工會罷工) ，余世芳， 2005 年 9 月。
14 (台灣金控年底成立有變數) ，聯合報 A14 綜合版， 2007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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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仍然有整合後造成員工權益損失、中小企業外銷貿易協

助業務中斷等問題的可能。因此在今年 10 月 8 日，立法院財委

會因此通過立委提案下，要求財政部在立院同意廢止「中國輸

出入銀行條例」前，應停止此三合一計畫。只是行政院發言人

仍指「立法院雖可監督政府設立台灣金控， r 可能有些影響力.Jl ' 

但『沒有約束力』」 l5 。立院的權力或許不應擴張，但若無人

能夠監督政府並予以約束，人民擁有財產的權利便有可能受到

嚴重的影響。

(二)政府貪腐

政府貪腐是自國民黨執政末期來日趨嚴重的問題，而在

2006 年更引起國際注目。相關的敘述，可自《美國在台協會 2006

年人權報告》參詳。在此引述該報告之章節，以呈述事實。

為反制政府層出不窮的貪腐事件，一個在 2006 年 2 月生效

的規定便要求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之官員，在上任後或於規定

生效的 3 個月內，將所有金融資產交付信託。

只是在此一年度，第一家庭的成員也涉及政府貪腐的事

件。陳水扁總統的女婿在 5 月因內線交易及侵吞公款的罪名遭

到起訴，總統夫人吳淑珍所進行的交易也受司法質疑其合法

性。貪潰風波導致不少立院立委連署罷免陳總統，但立法院在

6 月 27 日否決此罷免案。關於第一家庭及數名總統府官員是否

不當使用總統府帳目的調查則自 7 月下旬開始，而在去年 9

月，以萬人計的紅衫軍進行大規模示威，要求陳水扁總統下台，

為時長達兩週。後立院分別在 10 月 13 日、 11 月 24 日二次、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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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罷免陳總統的議案皆再次在投票後遭到否決，但第一夫人

與署名總統府宮員仍在 11 月 3 日以貪污最及不當使用總統府

經費的相關罪行起訴。

同年也有許多高階政府官員，包括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哲

男、內閣層級的金融管理委員會前主委龔照勝受到貪污調查，

以及因協助內線交易被判刑 10 年的金融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長

李進誠、因貪污而被判 7 年徒刑的前基隆市長許財利。直至 11

月，至少有 1487 人因貪潰罪名而遭到起訴，其中有 77 名高層

政府官員、 244 名中層官員、 384 名低層官員以及 58 名民選公

職人員，並有 1252 人因此被定罪。

美國在台協會 2006 年人權報告在「政府貪腐與透明度」的

章節首段提到「本年度中有對政府貪潰的指控。不過繼續採取

行動打擊行政與司法部門的貪污。 J '但是政府、政黨也很不

留情地批評起訴貪污者的司法機關，指稱司法遭到扭曲等等。

這邊必須再一次強調《教會訓導彙編》第 328 條認為「財

富是為了共享而存在」的意冒， r 不單從需要中得釋放，亦從

擁有中得釋放」。 l6在掌握政權、金權的同時，不要為「貪求

錢財而離棄了信德。 J (弟前六 10 ) 

二、刑法與人權問題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第 404 條的內文首句便提到: r 負

責追究刑事責任的機關的行動，在偵查時必須充分尊重個人的

lbCompendium ofthe Social Doctrine ofthE Church:Pontfical Council 

forJustice & Peace, 2004,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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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與權力。」 l7情我國在司法在人權上，近十年來有一持續

受人關切並且抨擊的「蘇建和案 J 。這前後折騰十數年的審判，

其中有許多不符合訓導原則的不公事實。

蘇建和案又被稱做三死囚案。事件緣起於 1991 年 3 月 24

日凌晨於汐止發生之吳銘漢、葉盈蘭夫婦在家被殺身亡的事

件。約五個月後，警方依現場遺留的指紋獲得現役軍人王文孝

涉案的根據，並且經初步偵訊後，使主文孝承認個人持被害人

居所之菜刀行兇。但警方認為被害人身上共 79 刀的砍殺痕跡，

推斷犯案者並非一人而有共犯。而在更進一步的偵訊後，王文

孝供出包括仍在服役中的弟弟王文忠，以及另外三名僅知綽號

的嫌犯。警方隨即逮捕王文忠，並遠捕王文孝的同學蘇建和、

劉秉郎，以及劉的友人莊林勳。四人首先皆否認涉案，但在日

夜疲勞偵訊後四人都承認涉案，供稱王文忠負責把風，主文孝

等四人則因偷竊未遂而行搶、強姦，並且殺害被害人。但四人

之後又陸讀翻供，只是檢察官仍依五人白白以及僅能證明王文

孝涉案的物證起訴五人，並求處四人死刑，王文忠則以偷竊罪

起訴。

主文孝與王文忠兩人因軍人身分而由軍事法庭審判，四個

月內判決王文忠有期徒則，主文孝則為死刑且在 1992 年 1 月

1 日執行槍決。其餘三人則由一般法庭審判，兩次更審後於

1995 年 2 月 9 日權連判處死刑定誦。

但是死刑定謝後，民間人權團體展開行動，歷任法務部長

皆拒絕簽署死刑執行令，檢查總長並提出三次非常上訴，辯護

人也提出再審聲請，惜法院除懸若此案外沒有做出任何行動。

17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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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05 年 5 月 19 日，法官方同意重審此案。而至 2003 年 1

月l3日，再審則宣判已被羈押 12 年的三人無罪並當場釋放。

但檢察官無法信服判決結果而提起上訴，並成功於同年 10 月

27 日再度對三人審判(再審更審) ，約四年後於 2007 年 6 月 29

日再度判決三人死刑。三人亦不服而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在經

過兩個多月的審理後，於 2007 年 11 月 1 日宣布撤銷死刑判決，

再發回最高法院更審。 18

其實，王文孝後來翻供亂咬蘇建和等無辜之人，觀乎尹清

楓命案關鍵人物郭力恆會見外界時亂咬他人，可謂如出一轍。

但郭之亂咬「被外界普遍駁斥、質疑，蘇建和索承審法官卻把

真兇王文孝亂咬之詞奉為『至寶』而定蘇等三人之罪，明顯違

背證據法則，如何昭人折服?」 19 「監察院『調查報告』直斥

之鳥違法侵犯人權的典型。但被告對於共同被告犯罪之供述前

後不一致時，如一味予以採信，對於共同被告顯然不利，是以

應否採信共犯王文孝之供述，應在採信之前令其三位被告當庭

對質，認為毫無問題時始可採之。」 20

接著從逮捕、偵訊及蒐證的部分開始談起。警方在尚未持

有拘票的情況下便遠捕王文忠和蘇建和等人，並且違反當時法

令便禁止羈押嫌犯超過 24 小時以上的規定。

在偵訊階段，主文孝、王文忠、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

都聲稱自己遭到警方刑求。且根據警方筆錄的時閉，幾人也在

18 向上。

19 (援救蘇案跨入第十年) ，許文彬。《人權會訊》第 69 期。 2000
年 11 月。

20 (司法有罪，三人無罪一讓蘇案繼續「審判司法」吧! ) ，台灣

人權促進會網站。 www.tah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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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足的疲勞狀態下接受如同虐待一般的偵訊。根據《教會

社會副i導彙編》第 404 條的條文，調查罪案時「即使是非常嚴

重的案件，仍須嚴格遵守不得刑求的規例。『基督徒拒絕採用

這種方法，因為那是絕不合理的，而刑求者和受刑人的人性尊

嚴同樣會被格外低貝乏。.!I J 

而三位被告搶劫吳姓夫婦財物並殺害兩人等事實，所憑證

據便是在上述不合理的警方及檢察官之偵查中供認。而且訊問

無保持全程錄音，檢察官且不調查利於被告之供詞與證據，並

全程引導訊間，不讓被告得以連續陳述事實，反而使自身供詞

遭斷章取義。但依照法令，被告供認或自白只要未經調查是否

與事實相符者，並不得被採為證據。

至於蒐證的部分，警方帶蘇等三人到指定地點搜索證物

時，都未申請搜索票，而以臨檢方式進行。

而三位被告搶劫吳銘漢、葉盈蘭夫婦財物、強姦葉盈蘭及

殺害該夫婦兩人等事實，所憑之證據係被告等在警局及檢察官

偵查中供認。但被告供認或自白徜未調查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者，依法實不得採為證據。美國在台協會人權報告中也指出:

「法律規定不得強迫嫌犯作證'被告供詞也不得做烏定罪的唯

一證據。允許以共犯供詞做烏將被告定罪的唯一證據，這是違

憲的」 21 。

此外，辯護律師團極力爭取才使法院同意邀請知名刑事鑑

識專家李昌鈺為此案出庭作證。並提出之十八項推翻了檢方舉

證與推論的重大發現之事證。但是，在判決時， r 按察官卻推

翻李昌鈺的專業證詞，理由竟然是他的推定沒有參酌被告的自

21 (2006 年美國在台協會人權報告) ， 2007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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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22
」。

至於判決過中對被告對被害人動刀的行為，認定為傷害或

殺人;但「既認為被告攜帶凶器備供嚇阻，卻不認定被告有強

盜罪的故意，而只是有竊盜故意，有理由矛盾」 23 。

而在判決理由的記載中，以在莊林勳住處查獲並扣案的部

分「贓款 J :二十四元硬幣可資佐證。而此二十四元是辦案人

員在深夜以臨檢為名違法搜索所取得之「物證 J ' r但是硬幣

經士林地院合議庭迋請鑑定確認後並無血跡反應，顯然與本素

無關」 24 。但是二十四元硬幣可以由任何人持有，且絕大多數

人、包括初上小學的未成年孩童，隨身攜帶之現金額度通常也

超過此一數目。如果二十四元硬幣可以定人死罪，那台灣司法

史上所有未破懸案，豈不都可以用幾枚硬幣來起訴嫌犯?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曾提到， r 法庭人員在調查索件

時要特別小心謹慎，以不至於違反無罪推定的原則」 25 。所謂

無罪推定原則，即在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14 條第 2 項中， r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

應有權被視為無罪。」。檢視蘇案判決，實乃我國法院違反無

罪推定原則與嚴格證據法則之代表。

故近日最高法院便將本案再次發回更審。最高法院 2007

22 (默許不義，就是罪行) ，史英， 2007 年 9 月 6 日。
23 (司法有罪，三人無罪一讓蘇案緝續「審判司法 J 吧! ) ，台灣

人權促進會網站。 www.tahr.org.tw

24 (長夜已盡，但願冤獄不再! ) ，蘇友辰。《人權會訊>> , 2003 

年 6 月。

25Compendium ofthe SOCIal Doctrine qfIhe church-Ponttncal Council 

forJustice 正是 Peace， 2004,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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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 號提出十項對更一審判決的嚴厲指責。根據報導，蘇

案更一審「不僅罪名錯誤、事實混亂，連扣素的關鍵證物一菜

刀也未做刀紋鑑定，僅憑推定就作烏判決依據」詣，使最高法

院撤銷死刑判決。

在第 404 條條文文末， <<教會訓導彙編》提到「由於法官

也可能犯錯，因此法律最好能保障司法錯誤的受害人，給予合

理的賠償。」像是被告之一的蘇建和，自 2003 年首次獲判無罪

起，雖在台灣人權促進會裡上班並月領新台幣兩萬三千元的薪

水，但是過往長達十年羈押歲月，已經是三名被告永遠的損失。

司法當局除了該還以清白，也應該賠償蘇等三人於受審期間的

損失。也期望我國司法未來查辦刑案能秉持人權的原則，不要

讓原本用來保護人民權利的司法，剝奪了人民的權益。

三、外籍勞工問題

自民進黨執政後的外勞人權問題，續 2005 年輔仁大學舉辦

《普世價值與本土關懷》研討會中筆者所發表《教會的社會思

想與外籍勞工》的內容，再次檢視近年來可謂最嚴重的外勞事

件，也就是高雄捷運泰勞暴動事件，並審視在該事件之後，外

勞權益的改善情況。

移民對一個國家的開發來說，應該是一種正面的資源而非

絆腳的石頭。現在，因為貧窮國家與富有國家之間在經濟上的

差距，及大眾運輸的進步，使得貧窮國家的人民有在富有國家

尋求更好生活的希望。這些人來到富有國家之後，常被富有國

26 (蘇案死刑「離譜」最高院發更審卜中國時報 Al0 社會新聞版，

2007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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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做是一種威脅。但是，這些移民卻能滿足富有國家在勞力

上的大部分需要。因此，雇用外勞的國家必須卸下自己對外勞

的敵意，並且平等地對待他們，讓他們享受與本國國民同樣的

福利，使移工融入他們工作的國家，並且要照顧他們的家庭，

使他們不致於分離四散。移工的工作環境也應盡可能地提升，

同時也應扶持移土本國的經濟。

但在某個程度，外籍勞工只是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所需、向

外引進的廉價勞力工具，而且是一個切斷雇主與勞工直接權

力、義務關係的縮影。在責任歸屬的模糊地帶下，派遣勞工就

已注定失去勞工權益而成為工具，在雇用、引進、管理三方斷

裂關係中，成為企業剝削、仲介雜費吸血、管理人權m滅的可

拋工具。

在雇用與引進上，外勞的引進方式是表面上採取政府核准

的配額制，實際上則流於形式的機制。台灣政府的主管單位勞

委會希望透過所謂的「摺對國」談判，與越南的榮軍勞動部合

作，討論兩國規約移工的過程。而台灣仲介公司必須取得政府

的許可執照，才能協助雇主聘僱外國勞動者;但直接聘僱時，

通常只有大規模公司(如:高捷、台塑六輕)會向政府申請專案直

接聘僱外勞。而在越南的部分，則由海外勞動管理局來管理整

個國家的勞動輸出，而能夠進行勞務輸出的公司，主要是國家

的國營仲介公司。

但在理想中的工人與商營仲介公司的關係之間，又多了地

方政府、牛頭與借牌公司介入。這三種人/組織都沒有合法的

勞務輸出執照，但因為資訊的不足、產業組織結構未建立、人

際網絡的信任關係，以及特有的越南社會主義輸出體制等複雜

的關係，使得越南的工人搞不清楚哪些方式才是合法的，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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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此資訊不公開的過程中，支付了龐大的仲介費用。而外勞

的雇主，也利用政商關係在立法院進行遊說，使外勞的雇用以

雇主的利益為主，而少照顧到移工的實際需求。這些侵害到雇

工權利的項目，光就外勞薪資的部分來看，就有強迫外勞簽訂

以雇主名義開戶儲蓄的契約，以支出外勞的違約金或損害賠償

保證金、巧立名目來編改薪資結構，以減少工資成本，並且假

借名義向外勞收取服務費，卻無提供任何服務等等。

此外，政府以台灣外勞基本工資遠高於新加坡與香港的「前

提」下，在沒有諮詢工會暨非政府組織的情況下，即片面決議

按月扣繳外勞新台幣 2 ，500 至 4 ，000 元作為資方膳宿費用。

至於外勞在台生活的條件，亦是相當不利。許多外勞被雇

主禁止參與宗教活動，甚至限制住居，而儼然成為純粹的生產

工具。工地或工廠的外勞常得超時工作，且由於他們不受勞基

法排除幫傭或監護工在工時上的限制，使得這一類外勞負擔比

在工地、工廠的工作者多很多。司法救濟請求權被嚴重剝奪的

外勞若在台灣犯罪，通常都被直接押進拘留所、看守所內。若

發生意外，受到傷害、損害，或是轉換雇主、結婚懷孕等，往

往也會被公司立即遣返。

至於外勞遭到性侵書的案件屢見不鮮，尤其以雇主常逕行

進入房悶的家庭幫傭與監護工最為嚴重。由於雇主擁有遣返外

勞之主導權，再加上不得轉換雇主的規定，以及語言和文化上

的隔閔'幫傭與監護工們也只能忍氣吞聲。

2005 年 8 月的高捷泰勞事件前後，泰勞們在環境令人不敢

領教的「宿舍」中居住。狹小的宿舍有多達兩百人以上的外勞

居住，而他們只能以水泥築成的水槽充當浴室，餐點在有官員

指示的時候才會好一些。每個月能領到的零用金約 3 ，0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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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元，一且在外用畢，就得改以公司發放的代幣，在宿舍選

擇少、價格也更高的福利社購物。一且違反「包括遲到、早退

等工作規定，或在宿舍晚上十點關門後遲歸也會扣薪。而在工

地中如傳出外勞連反規定，外籍勞工便會遭受體罰」。其中幾

名管理人員經常以毆打的方式，甚至使用電擊棒之類的工具來

對付他們。

生活條件的惡劣，使得普羅大眾對於這些處於社會低層的

外勞們產生歧視，並將傳染病與治安惡化等問題的根源歸罪到

他們身上。然而這些泰勞的薪資，在申報工程時卻以 3/2 倍的

本地勞工薪資報帳，其中約有 20 億元的價差不知去向。

高捷泰勞抗暴自救，改善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岡山宿舍在

2006 年 3 月左右便可看見明顯的改善。 1700 人在分散到小港、

鳳山居住後，在岡山剩下六百多人， r居住空間較大，而起居

條件也總算合乎規定。宿舍外倒增加了照明設備與下廚的鍋

爐;擠了兩百多張床位的樓層，現在則撤掉一半床位，而利用

多出來的空問放置新購的塑膠衣櫥」 27 。

但是諷刺的是，四名被宣稱「帶頭暴動」的泰勞，在 2005

年 11 月 21 日遭高雄地檢署以縱火、妨害公務、竊盜、毀損等

罪起訴，並因此限制四人出境，且七度傳喚四人出庭應訊，雖

然終究於 2008 年 1 月一審無罪。但是，相對地來看批准外勞引

進案的勞委會與承辦工程華聲公司，資方的「妨害自由」罪只

有一個管理員頂罪，四名涉嫌自此弊案中圖利的勞委會人員，

在一、二審亦皆獲判無罪。為此事件下台的前勞委會主委陳菊，

27 (新奴工制度一高捷泰勞抗暴事件簿) ，顧玉玲，台灣國際勞工

協會網站， 2006 年 7 月 l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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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當選為高雄市長。至於「致使他們遭受奴役的結構:如

『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吃人的仲介制度，以及『外勞不得自

組工會』等不去平的外勞政策」兒，卻沒有因為此次事件有任

何改變。

針對弊案的無罪判決，最高法院於 2007 年 11 月 9 日「質

疑無罪判決無視不利被告的卷證，未詳予調查、釐清，即作有

利被告認定 J '而使判決違背法令，因此撤銷原判並發回更審。

高院並再次指出兩項疑點，包括:工資計算的估算對象以及是

否依照此一估算金額發薪，以及「工資經費編列是否包括外籍

勞主在內」

四、外籍婚姻移民問題

近年移入台灣的人口，大多為來自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地區

遠嫁來台的外籍配偶。

「自 1987 年起，台灣登記與外籍人士結婚的索例超過

37 萬件;而在 2006 年的結婚者當中，更有二成以土為外

籍配偶，而同年的新生兒中，有 11%為外籍母親所生，累

計起來，台灣已有超過 20 萬名由外籍母親所生的嬰孩。人

口總數已超越原住民的 48 萬人，成烏台灣最大的新興族

群。 29 」

但這些近年來自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移入的外籍族群，為了

在台灣生存，其中不知經過了多少不合理的待遇。事實上，從

28 (高捷泰勞獲判無罪聲明)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網站， 2007 年 l

月 10 日。

29 (專題系列之七/新移民的衝擊) ，中國時報T1版， 2007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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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被婚姻仲介公司挑選開始，便已失去了部分人權。如同挑

選貨物一般的商業化揀選，正是把外籍新娘物化為商品，並因

此受到更不當的待遇。

在來台初期，外籍配偶首先獲得的，通常是得在境外延長

期限、並由丈夫擔保的觀光簽證。「在 2006 年底，已婚陳姓男

子以他人身分娶一束埔察女子並生下雙胞胎，但因登記之丈夫

姚姓男子過世，此一外籍配偶在簽證過期時，因而無法延長簽

證。東國婦女被遣送出境，陳姓男子則認養了雙胞胎。但直至

2006 年底，雙胞胎的母親是否具有監護權以及可否在遣送後獲

准回台，內政部仍未有定索」 30 。

此外，在申請簽證的同時，必須放棄祖國國籍並且連續在

台居住三年，才能申請身分證。而「外籍配偶通常在居位的第

四年，才能取得去民身分，因此外籍配偶在第三年至取得身分

證的第四年期間的一年間，理論上並無國籍 J3l 。

相較於美國、加拿大等圈，只要確認婚姻的真實性便會授

予永久居留權及工作權，台灣的外籍配偶在耗費三至四年以取

得永久居留權後，外籍新娘仍不具有基本的工作權，而須待其

居留滿六年後才可工作。

即便台灣社會及移民政策對移民已不友善，但仍有大量的

東南亞與大陸配偶不畏高難度門檻，嫁進台灣。根據內政部的

統計，自民國 87 年起，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數量

逐漸向上攀升， 92 年更竄升至 3 ， 1625 人。

但自民國 76 年累計至 2007 年 8 月，國內目前 13 萬餘名東

30 (( 2006 年美國在台協會人權報告>> ， 2007 年 3 月 26 日。
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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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配偶，其中僅有 5 萬 6000 多人歸化台灣，男外 8 萬餘人則

仍未取得身分證明文件。依照理論，申請公民身分所需耗費的

時間， 2004 年以前的東南亞配偶都應取得身分證了，但自 2004

年後移入之東南亞的配偶，總計僅為 3 ，6385 人，男外還有 5 萬

餘人即便擁有資格，卻仍無法取得身分證。

至於人數將近 25 萬的大陸配偶，首兩年得持有旅行證'再

經過四年的依親居留與兩年的長期居留，才能在有數額限制的

狀況下依序取得定居證'迄今僅有 4 萬餘人取得32 。

另一個無法取得身分證明的原因，是政府的財力證明門

檻。此一門檻要求夫家提出以下三個項目之一的證明:一為帳

戶內有相當於基本工資 24 個月的存款，二為 500 萬元的房屋，

或具有工作繳稅的能力。

身分證件取得的困難，使心懷不軌者得以藉非法管道牟

利。而利用此一機制犯罪者，又以假結婚最為猖嗽。人蛇集團

利用罰則較輕的配偶簽證制度，利用「假丈夫」的身分將外籍

女子帶進台灣賣淫。政府為此「於 2005 年 1 月恢復本已廢止之

台灣男子迎娶越南女子前須面對面對談的規定，而渡海而嫁的

大陸配偶也比照辦理。鳥嫁娶而移民來台的東南亞與中國大陸

移民數量也因此迅述滑落至僅有 1 萬人的情況，接著使維持在

每年 1 ，3000 至 1 ，4000 人左右。 2006 年 11 月，更特別制訂反人

口販運計畫」 33 。

但面談機制與反制計畫並無法有效過阻此一現象。美國在

32 (身分證緊鑑咒多少人歸鄉路夢碎) ，中國時報專題 T4 版， 2007 

年 10 月 22 日。

33 <<2006 年美國在台協會人權報告>> ， 2007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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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協會在其 2006 年台灣人權報告當中，指出 2006 年台灣當局

所逮捕之賣淫東南亞女性，較 2005 年增加 73% 。面談機制的

嚴重影響，反而是使外籍配偶更難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近日行政院內政部在其《人口政策白皮書》中，提到研擬

增設移民歸化我國之「永久居留」階段。若依國籍法修改，即

縮短申請永久居留之年限，並以現今申請公民身分所需居住年

限為取得永久居留權者申請歸化所需年限，這則新設門檻對於

外籍配偶及其他移民沒有影響。但在現今，只要居留滿一定時

間即可申請歸化的情況下，增設「永久居留」門檻傾向於修改

移民法，並因此延長外籍人士敢得我國公民權的時間，其中外

籍配偶得以申請我國身分證明的居留年數，將從原本的三年延

長至五年。未取得公民權的外籍配偶數量將大大增加，使她們

在台之生存無法受到保障。

不僅在相關政策上使外籍配偶處於弱勢，台灣社會長年以

來對外籍配偶的歧視，也使她們在台處境艱難。內政部報告的

結論便指出:社會和經濟的邊綠化，包含嫁娶對象多處被剝削

勞力或利潤不高的中低收入階層;且在民調中，仍有高達四至

五成的民眾認定「外籍配偶對台灣家庭與社會有負面影響」 34 。

34 (移民政策空乏埋政治地雷) ，中國時報 T4 版， 2007 年 10 月
22 日。訪問日期 :9 月 11 日至 13 日，有效樣本 1009 人。

46.1%有人或親友嫁娶外籍配偶。

17.6%認為政府有處理外籍配偶移民政策， 34.4%則反之。

3 1.3%認為台灣社會對外籍配偶是平等對待， 43.9%則反之。

61%能接受自己或家人嫁娶外籍配偶， 25.8%貝 IJ反之。

12.3%認為外籍配偶家庭之子對台灣人口素質有正面影響， 45.5% 

認為有負面影響， 18.8%認為沒有影響。

27.2%認為政府對大陸配偶申請應更開放， 47%認為應更嚴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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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因為刻板印象，以為外籍母親缺乏語文能力，會使孩

童接受到的本國文化刺激過少，影響到日後義務教育的學習效

果35 。如同被視為二等居民的外籍配偶，也因丈夫為其移民之

擔保人，故夫家常以離婚為要脅，使外籍配偶恐懼離婚後被遣

返的命運，而繼續忍辱負重。外籍配偶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也

因為上述因素高於一般家庭，母國媒體也經常報導台灣丈夫毆

打外籍配偶的案例。其中以在「南迴搞軌」遭謀殺的陳氏紅深，

以及受夫家虐待到骨瘦如柴地步的阮氏玲的遭遇，最為外籍配

偶母國民眾所知。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 202 條中提到， r -h'義在今日世

界的環境中特別重要，因為社會普遍傾向排他性的功利和所有

權準則，雖然向外宣稱的意圖並不如此，但個人價值、尊嚴和

權利卻因而受到嚴重威脅」。對我們基督徒而言，公義應非「單

是人類構想出來的 J '這是「因鳥『去義 JI (ju到)最初不是由

法律所決定，而是由人的神聖身分所決定的」。

自外籍配偶的層面來看，台灣過去的環境與政策仍對移民

不夠友善，顯示移民的人權早已受到考驗。但所謂公義，是每

一個身為人者皆有的神聖權利。

結語

現今台灣兩大政黨為選舉所主張的訴求，皆為在聯合國取

得席位，為的是「不讓台灣 2，300 萬民眾在世界的舞台上受忽

5.9%持平。

3 1.7%擔心外籍配偶搶走台灣本地人工作機會， 62.1%則反之。

35 (請站在人權與人道立場看待新移民問題) ，中國時報 A2 版社論，

2007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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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基督宗教，特別是天主教，在這個時刻其實是能有效影

響政治家思想的關鍵角色。教宗本篤十六世傳記的作者約翰﹒

艾倫( John L. AIIen , Jr. )在該書中談到我們現今教宗在德國反希特

勒時代的經驗。

「拉辛格(編泣:現任教宗的本名)理解到第三帝國 12

年的統治，對天主教會是一場如火一般的嚴厲試煉，而教

會也成功地獲得重大勝利。他堅信在德國境內，只有天主

教徒能挑戰國家社會主義的權威。他總結說，天主教對於

人類尊嚴的主要貢獻，是維繫自身內在力量和信念，因為

只有在其核心信仰中團結合一的教會，才能在集權的統治

下吃立不搖、堅持到底。 36 」

文中談到天主教自身的「內在力量與信念 J '使天主教跟

其他宗教與眾不同。簡單地說，這便是聖經所說的: r願我們

活在這個世界上，但不屬於這個世界」。

在男一個場合中，教宗則曾說: r在 20 世紀末期，我們應

該有勇氣站起來反抗，那些被認鳥對人是『正常』的泉西，並

重新去發現最簡樸的信仰」 37 。現今的政治與經濟專家都認為

全球化是必然的結果，而經濟家的理論則是不容改變的真理。

這樣使外籍勞工成為可以流通的資本，而外籍配偶則是可以花

錢買來的貨品，不把他們當人看待。台灣社會在現實考量下，

並不對這樣的不公表達意見。而「民意支持」的不平等待遇，

看民眾臉色的政府也不會特別費心去改變。但有所信念的教

36 <<教宗本篤十六世>> ' 51 頁，約翰艾倫( John L. AIIen, Jr. )著，
宮高德神父釋，晨星出版。

37 同上， p.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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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卻可以憑著這內在的力量企求改變這些不公平的現象。

就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言: r 身為天主教徒不應該是個 E 最

小的2 分母.!I (least common denominator) 式的人物，一個人的努

力不只是為了接受其最小的本質。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就是要

接受教會是啟示源源不絕的源頭」 38 。對我們的教宗而言，這

個源頭並不是現今研究者所研究的「歷史中的耶穌 J '而是「復

活的耶穌 J '也是教會過去兩千年來在人權上努力的過程。所

以天主教的正式名稱為「聖而公的教會 J '因此在教會中不應

僅有獨善其身、卻又成功地與俗世合作，在世俗的眼光作個看

準世界潮流而從中獲利的成功投資者，進而享盡榮華富貴，而

臨終又絕對能享天國福樂的人物。

現今社會所流行的，是所謂現世主義。在現世主義的觀點

裡，全球化的必然與全球化後弱勢族群的產生，其絕對性是不

容質疑的;然而對世界為經濟所造成的不公義的質疑，在現世

主義的眼中只是個理論。但身為一個天主教徒，我們「最深的

信念，就是對這個世界深深抱持的懷疑論點」 39 。在現世認為

經濟與歷史決定一切的世界，我們天主教徒應該隨著教會源源

不絕的源頭，繼續教會一直以來為人權的努力。

後記

在本篇論文於 2007 年 11 月 10 日寄送給戴教授台馨後，筆

者於 2007 年 12 月 1 日閱報得知立法院於前一日通過《入出國

及移民法修正案)) ，其中有許多改善以上所述外籍勞工及外籍

38 同上， p.439 。

"向上， p.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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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處境的相關法令，包括禁止婚姻媒合商業化、外勞與雇主

訴訟期間申請延長居留的權利，以及外籍配偶在離婚後的居留

權等等。而促成這個法案的，是幾個鎮而不捨的人權團體。

人民的權益對現在將焦點放在政治意識攻防的政客而言，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問題。但人們若如聖經中那位求情的寡婦一

般，持續向法官求援，本來根本怠於提供幫助的法宮也終於答

應寡婦的請求。在人權問題上，天主教可謂全世界最大的人權

團體，如能發揮這位寡婦的精神，相信能夠改善世上許多的不

公。另一方面，寡婦必須持續求惰，才能從法官那兒得到幫助。

但我們天主教徒，何不能有一位法官呢?現在人權團體必須頻

頻拜會政界人士，才有可能在國會議事的殿堂裡，藉由這些政

治家為社會的不公發聲。教會中若能有幾位擅於為民喉舌的人

才，並在政界擁有一席之地，那麼，教會便能隨時隨地為社會

中「最小的一位」發聲，並更有力地為他們爭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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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所浮芳自己變化之探討

由全球化與所得分配談起

黃舜卿 l

由於科技的進步，在不同地方生活的人類，都會感到

命運共同體的息息相關。全球化，尤其是經濟與金融的全

球化，便成為大眾甚為關心的問題2 。然而，全球化並非污、
白骨一世紀的今天，而是具有三干年歷史的傳統。 Catholics

(天主教)的真正意涵便是在天主的引領下，為人類尋找

屬於全球的普世價值與普世福祉。

天主教會在其社會訓導中，以不少的篇幅來討論全球

化，並指出它的契機與危機3 。在這些訓導中，天主教會認
為全球化可帶來新希望，能為全人類帶來潛在的利益4; 通

過財富再分配的方式，讓社會邊緣的弱小者受息5; 也因為

l 本文作者:黃舜卿，現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專門委員。

2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1 。其實全球化還包括( concepts )、權
力 (power) 、文化( culture )、不平等( inequality )、秩序( order) 

等面向，參閱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Second Edition ( Oxford: Polity, 2000 ) , 

pp.I-53 

3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1-367 。
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2 。

5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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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對生產的專門化與經濟增長作出決定性貢獻6 。這些都
是全球化的優點。

但是全球化也有其危機的存在，黃舜卿先生在其大作

中便指出，全球化亦會帶來分配不均，使全球成AM 型社

會，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現象，對弱小者更為

不利。天主教會也體認到這是危機所在，這些跡象顯示，

不去平現象有增加的趨勢，相對性貧窮亦日益加劇7 。
黃先生三也力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對分配不立:提出建

議。這些良方，也與教會會1) 導互為呼應。因為他本身回應

了教會「充分意識到在全球層面的新任務」 8; 希望藉著團
結的社會力量，以關懷捍衛人權為已任9; 進而且包不同民
族，尤其是在台灣的原住民，作出貢獻10 。

壹、前言

1960 年代以來，我國以出口帶動經濟發展的貿易策略，不

僅締造台灣二位數的經濟成長率，所得分配也隨著所得成長而

趨向平均。但是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台

幣大幅升值，國內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再

加上中國大陸、東南亞與東歐國家挾其豐沛勞動力，紛紛投入

全球生產體系，使得我國傳統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喪失競爭優

b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64 。

7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 362 。

自《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66 。

9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65 。

10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66 有去: r 全球化不可是殖民主義的代名

詞，必須尊重文化的多元、民族間的和諧，這是詮釋生命的關鍵

所在。尤其重要的，是不可剝削窮人的最寶貴象西，包括宗教信

仰和習俗，因為真正的宗教信念是人類自由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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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同時所得分配也自 1980 年代初期開始逐漸惡化。 1990 年

代中期以後，經濟成長速率減緩，我國成為中度成長國家;到

了 2001 年，更創下歷史性記錄的負成長率、高失業率，以及所

得不均的惡化現象。這些快速的變化現象和近年來的全球化趨

勢之間，是否有緊密的相關?全球化的過程，對於開發中國家

和已開發國家的國民福利水準，同時都帶來無可避免的衝擊。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全球化的過程，對於一國所得分配可能帶來

的衝擊，希望透過世界各國經驗的比較，以及我國資料的深入

分析，提出建議，以供政府制定政策的參考。

本文第貳節先論述全球化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第參節分析

全球化對所得分配的國際發展;第肆節為探討我國全球化過程

之所得分配變化趨勢，第伍節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園於時間限制，僅針對全球化中商品移動、資金移

動，以及科技進步等面向，分析其對所得分配的影響，至於人

員移動所造成的影響，可為未來另一後續研究。

貳、全球化與所得分配

一、全球化的意涵

全球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目前國際上對於「全球化」

的解釋，由於研究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差異，仍無一致的

定義。[詳附件 1 ] 

世界銀行( 2002 )指出，所謂「全球化」係指藉著交通、資

訊與通訊科技的進步，使全球形成一個緊密關係的市場，其主

要特徵有:

一產品市場的全球化:包括生產與貿易的深化與結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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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務業繼製造業後的全球分工，以及原共產國家崩解

後，大批基層勞動與勞力密集產品進入國際市場。

一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包括跨國移民、外籍勞工與資金的國

際移動。

一資訊與通信科技(Ir由nnation and Corn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 

進步:由於 ICT 大幅進步，使得跨圈之間的資訊流動極為

快速，改變了生產、分配與消費的模式。

根據世界銀行的界定( 2002) ，目前為第三波全球化( 1980 

年迄今)。前兩波全球化分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1870-1914) , 

以及二次大戰後( 1945-1980) 。第三波「全球化」快速而全面地

改變人類的生活，其特色包括全球市場擴大，納入許多過去被

排除在外的開發中國家、產業的國際分工從製造業擴張到服務

業、國際資金大量迅速流動，以及資訊與通訊科技產業的發展

等。「地球村」的概念正在實現中。

二、全球化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由於「全球化」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本文僅針對貿易、

外人直接投資(資金移動) ，以及技術進步對一國所得分配的影

響，分析如下:

(一)貿易全球化

根據 Stolper-Samuelson 定理，假設有兩個國家，兩種生產因

素，生產因素可在該國自由移動，透過貿易開放(降低關稅) , 

經由商品價格的改變，而影響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所得，亦即，

產品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報酬)上漲，但另一種生產

要素的價格(報酬)下跌，高技術和低技術勞工的工資比例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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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國家會縮減，但是在高所得國家會擴大。

(二)外人直接投資

若放寬 Stolper-Samuelson 定理的假設，假如資金可以跨國

境移動，當先進國家資金流入開發中國家時，投資國與被投資

國都會提高對技術勞工的需求，造成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所

得分配不平均的情況。

但也有人主張，外人直接投資有助於資金接受圓的所得提

升;雖然這構成投資國(通常也是所得較高國家)所得被拉平、產

業空洞化的挑戰，但是國際間所得應有均平化效果。此外，亦

有助於資金接受國的國內所得分配均平化，因為外資進入該國

市場後，會壓低國內資本的報酬，且提供勞動者就業機會，有

助於拉近貧富差距。

目前有關外人直接投資對所得分配影響的實證結果，有些

為負影響(至少短期內) ，有些則沒有定論。

(三)技術進步

科技對所得分配可能的影響有:

1.新技術的發展，對於技術勞工的需求增加，使得技術與非

技術勞工間的工資分散程度加大。

2. 資訊產業的發展，使得:

一勞工的監督成本下降，工資的溢酬也減少。

一失業率(特別是服務業)上升(例如旅遊業的訂票系統，幾乎

都已經被網路所取代) ，嚴重的失業現象使得所得分配更

形惡化。

一過去無法貿易的服務成為國際貿易財貨，例如先進國

家的資料處理或會計工作，透過電腦網路轉移到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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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國家，使得低所得國家的高教育勞工就業機會增加

(例如印度或中國大陸) ，但是先進國家的失業率則上升。

參、全球化對所得分配的國際發展

一、全球化擴大全球所得分配不均

國際貨幣基金 (IMF) 於 2007 年 10 月出版的《世界經濟展

望))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以世界銀行 Provcal 資料庫，深入

分析全球 143 個國家，在 1980 年至 2006 年間有關所得分配變

化情形，如:吉尼係數與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數等[詳附

件汀，其主要發現有:

一全球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呈上升的趨勢，主要係囡技

術進步;經濟全球化的效果相對較小，主要係因外人

直接投資不利所得分配平均的效果，一部分被貿易全

球化的正面效果所抵銷。

一貿易全球化有利於全球各國改善所得分配，打破貿易

全球化不利一國所得分配均化的迷思。開發中國家更

因關稅降低與農產品出口成長而受惠良多，也反映出

開發中國家農業部門改革的重要性。

一外人直接投資(屬金融全球化的一環)亦不利開發中國家

所得分配均化。

(一)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呈上升的趨勢

過去 20 多年來，雖然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情形不同，但許多

國家和地區所得分配不平均的情況日趨嚴重，全球吉尼係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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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的 0.3 9 上升至 2000 年的 0.4 1 。觀察全球不同所得水準11

國家吉尼係數，幾乎各類所得水準國家的所得分配不平均情況

呈上升的趨勢，但低所得國家在過去幾年，其所得分配不平均

的情況曾一度有所改善，於 1996 年降至 0.3925 '惟於 2000 年

叉上升至 0.4022 0 [詳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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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觀察各別國家，先進國家中，如:美國、英國、

德國、法國、日本、義大利等，只有法國所得分配不平均呈現

改善的情況;新興市場主要國家中，所得分配不平均呈現的樣

態較多，如:大陸呈現所得分配極度不平均，印度則相對平穩，

巴西、墨西哥、蘇聯則呈現改善的情形。{詳圖 2]

11 根據 2007 年 4 月世界銀行的定義，依據 2005 年平均每人 GNI
水準，低所得閻家係指平均每人 GNI 等於或低於 875 美元;中低

所得國家係指平均每人 GNI 介於 876 美元至 3 ，465 美元;中高所

得國家係指平均每人 GNI 介於 3 ，466 美元至 10，725 美元;高所得

國家係指平均每人 GNI 等於或高於 10，726 美元。我國已被列為

商所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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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先進國家與新興市場圓家的吉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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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人口收入呈上升趨勢，但富裕群體收入相對增加較快

儘管全球所得分配不平均狀況有所加劇，但全球人口的收

入也均呈上升的趨勢，最貧困人口也是如此。所有地區的人平

均收入水準實際上均獲得提升，顯示在全球化過程中，雖然相

對富裕群體收入增加更快一些，但貧困人口的經濟狀況在絕對

意義上也獲得改善。

(三)技術進步是導致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加劇的主因

1980 年代以來，全球所得分配不平均的情況加劇，主要係

因技術進步所致[詳圖汀，以全球而言，吉尼係數變動 0.45

個百分點 12中，來自技術進步、經濟全球化及其他因素等的貢

獻分別為 0.43 個百分點、 0.07 個百分點，及負 0.005 個百分點。

技術進步對所得分配負面影響在開發中亞洲特別明顯，主

要係因該地區技術密集的製造業比重較高所致。顯而易見，由

12 統計資料期間原則上為 1980 年至 2006 年，實際樣本數因國家與
變數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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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國科技和科學知識水平及掌握科技產品的能力差距甚大，

全球化最終導致各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不平等愈趨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全球化 13對於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

的影響差異很大，在先進國家，經濟全球化對所得分配不均影

響的程度大於技術進步，先進國家吉尼係數變動 0.57 百分點

中，經濟全球化與科技分別貢獻。.42 個百分點與 0.39 個百分

點，部分原因係其對外投資所致。惟在開發中國家，經濟全球

化卻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不平均。

[圖 3] 全球化因素對吉尼係數變動的貢獻(百分點)

吉尼係數變動

經濟全球化的貢獻

技術進步的貢獻

其他因素的貢獻

吉尼係數變動

經濟全球化的貢獻

技術進步的貢獻

其他因素的貢獻

全球 先進國家

戶

1.5 .(, 5 0.5 ‘ 5 

開發中國家

士一

騙

翊

開哥去中亞洲

。 l.t -0 ,5 0" 15-1.& -0" 0.5 1.6 

泣:其他因素的貢獻係指金融機構對民間部門貸款( private credit )占 GDP

的比重、教育、各行業就業比重，以及其他因素等貢獻的總合。資料

來源:周圍 1

13 所稱經濟全球化主係針對貿易全球化與金融全球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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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全球化各項影響所得分配因素中，以外人直接投資

影響程度最大

觀察經濟全球化各種因素對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影響程度

[詳圖仆，以全球而言，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各項因素中，以

外人直接投資(屬金融全球化的一環)貢獻。.36 個百分點，影響所

得分配不均的程度最大;出口及關稅自由化為負貢獻，意謂著

賀易全球化發揮了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效果。

進一步觀察對不同所得水準國家群的影響，可發現開發中

國家更因關稅降低與農產品出口成長而受惠良多，改善所得分

配不均，也反映出開發中國家農業部門改革的重要性;但外人

直接投資，因增加對高技術勞工的需求，提高所得分配不均度。

[圖 4] 經濟全球化因素對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影響(百分點)

全球 先進國家

經濟全球化的貢獻

其中來自:

出口

關稅自由化

外人直接投資
」→__~_r.:士........_-_.~

斗，5 -0 ,5 0,5 1.5 

開發中國家

經濟全球化的貢獻

其中來自:

出口

關稅自由化

外人直接投資
‘ ι ...........L.__...L........… 

資料來源:同圖 l
-1.5 -1) 5 0.5 1 0 -1 5 頌。 5 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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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察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數變化亦與吉尼係數相同

整體而言，各等分家庭的平均所得水準均有成長，但最高

20%家庭所得成長幅度大於其他等分家庭所得成長的幅度。

觀察五等分位高低所得差距的分析結果{詳圖汀，與吉

尼係數的分析結果相同，貿易全球化有助於提高最低 20%家庭

所得的比重，但是外人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卻有利於最高 20%

家庭所得比重的提升。

[圖 5] 各因素對五等分位高低所得差距的貢獻(百分點)

所得比重變動

經濟全球化的貢獻

技術進步的貢獻

其他因素的貢獻

所得比重變動

經濟全球化的貢獻

技術進步的貢獻

其他因素的貢獻

最高 20%家庭所得 最低 20%家庭所得

心 2 -0 ,' {),O 0,' 0,2 -0 .2 -0 ,1 0,0 0,1 0 立

經濟全球化各種因素對五等分位高低所

得差距的影響(百分點)

最高 20%家庭所得 最低 20%家庭所得

L..._..............J.....間 的自.I.._._..............J._叫… L_._..........._.1....._....._....L...._...“ -ι …缸--~

0,2 .。可 1 0,0 0,1 0.2 .0.2 --0 ,1 0，0 月 1 0.2 

註:其他因素的貢獻係指金融機構對民間部門貸款( private credit )占 GDP

的比重、教育、各行黨就絮比重，以及其他因素等貢獻的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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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全球化對所得分配的影響因各國而異

綜合 IMF (2007) 跨國分析，大致了解全球化對全球所得分

配整體性的影響，但經濟全球化是否一定會讓一個國家的經濟

快速和穩定成長?是否有助於減少富國和窮國間的貧富差距?

是否會導致一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因經濟全球化對各

國影響的管道與速度不盡相同，所以，答案都是不確定的。

以墨西哥、中國大陸，以及印度為例，墨西哥與中國大陸

透過貿易自由化，改善其所得分配，惟印度調降關稅是否改善

其所得分配，並未有一致的驗證:

(一)墨西哥

墨西哥於 1985 年至 1994 年間推動貿易自由化與開放資本

帳，同期間，高技術勞工與低技術勞工的所得差距擴大，因而

引發一連串有關自由化是否擴大該國所得差距的學術討論。

相關研究指出，貿易自由化固然擴大高技術與低技術勞工

的所得差距，但低技術勞工的所得水準亦有所提升，減少貧窮

家庭戶數。 Hanson ( 2007 )指出， 1990 年代，較高全球化區域

的個人相對於較低全球化區域的個人享有 10% 勞動所得利

益，同時，較高全球化地區的貧窮率相對於較低全球化地區貧

窮率降低 7% 。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大幅開放對外貿易後，雖然降低其貧窮率，但

也帶來所得分配惡化的現象，全國吉尼係數由 1981 年的 0.28

上升至 2004 年的 0.42 ，主要係因都市與鄉村間，以及城市間之

家庭所得成長幅度不一所致。

Weí 與 Wu (2007) 利用地區性資料，分析 1988 年至 1995



我國所得分配變化之探討 285 

年中國大陸都市與鄉村的所得資料指出，貿易自由化改善都市

與鄉村之間所得分配，以及鄉村間的所得分配，但都市間所得

分配卻小幅惡化。作者亦更進一步整合這些資料得出，貿易自

由化適度改善全國所得分配，這個發現顛覆了一般認為貿易自

由化惡化中國大陸所得分配的想法。

(三)印度

1990 年代初期，印度積極推動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降

低關稅、減少非關稅障礙，以及放寬外人投資管制等。

Kumar and Mishra 研究各產業工資溢價( wage premium )變化情

形指出，降低關稅有助於改善技術與非技術勞工的工資差距;

但 Topalova ( 2007 )以地區性資料分析發現，貿易自由化導致所

得分配惡化，特別是在都市地區，富有者與較高等教育者所得

增加率相對高於最低所得族群的所得增加率，整體而言，降低

關稅並未改善全國的所得分配。其次，實證結果並未獲得，外

人直接投資與所得分配不均有關係，不論是在都市或鄉村地區。

這些個案研究反映出，經濟全球化與所得分配之間複雜的

關係，無法藉由跨國分析一窺全貌，經濟全球化對各國所得分

配的影響，將因各國體制及其實施經濟自由化時程而有所不同。

三、未來全球化仍將加速進行，全球所得分配可能持續惡化

世界銀行( 2007 )估計，未來 25 年，全球產出將由 2005

年的 35 兆美元增加至 2030 年的 75 兆美元，成長約 2 倍，但同

期間，全球貿易(包括商品與勞務)卻以 3 倍以上的速度成長，

於 2030 年時達到 27 兆美元。

世界銀行亦指出，未來全球各國與各囡囡內的所得分配仍

將惡化，特別是非技術勞工的所得受影響程度最大，主要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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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對於高技術勞工的需求增加，加大技術缺口( skills 

gap) ，並降低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擴大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

所得的差距。

國際貨幣基金呼籲，雖然技術進步不利於所得分配均化，

但不可因此壓抑它，而應強化教育，提高低技術者與低所得者

在全球化與技術深化的時代參與的機會。

肆、我國全球化過程中所得分配變化趨勢

一、我國全球化程度加深

台灣於 1980 年代開始推動以「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

為主軸的經濟政策，如:質易自由化(如:逐步調降關稅、進出口

貨品採負面表列，以及大宗物資進口採購改為自由申報、自由採購) ，金

融自由化(如:開放新銀行設立、利率自由化) ，以及外匯自由化(如:

解除外匯管制)等，期能藉由貫徹落實全面經濟自由化政策，營

造技術密集產業發展的優良環境，以促進經濟持攪成長，帶動

台灣經濟進入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經過政府多年來戮力推動經濟自由化政策措施，加以，我

國亦於 2002 年加入 WTO' 我國全球化程度已有相當的進展[詳

表 1] ，如:出口加進口占 GDP 的比重與研發經費占 GDP 的

比重分別由 1991 年的 75.9%與1.65%上升至 2006 年的 117.1

%與 2.46%( 2005 年) ，跨境資產與負債占 GDP 的比重則由 2000

年的 11 1.14% '上升至 2006 年的 296.10% '未來政府仍將持續

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法制化的策略，顯示台灣與全球的

互動將更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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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化各種參考指標(單位: %) 

貿易自由化參考指標 金融自由化 科技深化

參考指標 參考指標

年 (出口+進口) 出口/ GDP 跨境資產與負 研發經費

/ GDP f責 /GDP / GDP 
1991 75.87 41.50 1.65 

1992 70.69 37.51 1.72 

1993 70.65 37.11 1.70 

1994 7 1.32 37.29 1.72 

1995 79.27 41.28 1.72 

1996 76.18 40.55 1.74 

1997 79.36 4 1.1 3 1.82 

1998 78.83 40.70 1.91 

1999 78.61 4 1.35 1.98 

2000 90.91 47.14 11 1.14 1.97 

2001 80.09 43.14 146.59 2.08 

2002 83 .44 45.37 16 1.98 2.18 

2003 9 1.10 49.17 210.80 1.3 1 

2004 106.22 55.10 240.21 2.38 

2005 107.27 55.81 260.16 2.46 

2006 117.07 6 1.38 296.10 

二、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自 1980 年代以後提高

(一)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擴大，但近年來已有改善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我國所得分

配長期資料，不論是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數，或者是吉尼

係數，均呈現 U 字形趨勢{詳圖 6] 。以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

距倍數為例，在 1960 年代中期，外銷導向經濟開始成為台灣經

濟起飛的動力， 1960 至 1980 年期間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9.7% ' 

國民所得快速累積，但貧富不均的比率由 1964 年的 5.33 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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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80 年的 4.17 倍，主要係因正確的發展政策(出口取代工業發

展與「離農不離村」的分散性工業) ，以及教育與在職訓練所產生的

就業質與量的提升所致。這段期間，台灣的經濟成長與所得分

配均等並存。

惟在 1980 年以後，我國家庭貧富不均度一路攀升，形成 U

型分配男外右半邊，於 2001 年達到最高點，五分位所得分配差

距為 6.39 倍，這也是台灣自 1964 年以來，貧富差距首度跨越

六倍的門檻。制後，在政府陸續推動一系列改善所得分配政策

措施下，所得差距逐年下降， 2006 年已降為 6.01 倍，為近 6

年來新低。

2006 年最高 20%家庭平均 182.7 萬元，為最低 20%家庭

30.4萬元之 6.01 倍，略低於 94 年之 6.04 倍，主因 95 年國內經

濟穩定成長，就業人數增加 16.9 萬人(+l.7%) ，其中尤以 50

歲以上者增加 10.3 萬人 (+5.5% )最為顯著，致低所得家庭每戶

就業人數增加 0.03 人，受雇報酬增加 3.3% '超過高所家庭之

1.2% '薪資所得差距縮小。

【圖叫我國歷年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數與吉尼係數趨蟄

當ir

o」 03

。 。1964 1980 1987 1992 1997 1999 20∞ 2001 2∞2 2ω3 2日凶 2005 2日的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r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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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國家所得分配情形

由於各國公布之家庭所得內涵與調查範間不一，統計基礎

不同，各國貧富差距很難直接進行比較，不過就我國而言，我

國所得差距己逐年縮小，吉尼係數亦維持在 0.35 以下，低於

國際設定的 0.4警戒線，變動趨勢也相對穩定。

{表 2] 主要國家所得分配情形

所得分配按五等分位組之 最高所得組

所得分配比(%) 為最低所得

圈別 年別 |最低(20%) 最高(20%) 之倍數 吉尼你數

所得4且 所得組 (倍)

台灣 2006 6.7 40.0 6.01 0.339 
南韓 2000 6.2 42.6 6.84 0.352 
新加坡 2005* 1.7 54.8 31.90 0.522 
德圓 2000* 8.5 36.9 4.33 0.283 
芬蘭 2000* 9.6 36.7 3.82 0.269 
瑞典 2000* 9.1 36.6 4.02 0.250 
日本 2004 7.9 39.3 4.98 0.308 
美國 2005 4.4 47.3 10.70 0.4 18 

註: 1. *表平均每人所得資料。

2 新加坡資料不含辛土福移轉收支及繳稅支出，因此倍數及係數較高。

3.南韓資料不合草人戶及農家之所得總額。

資料來源:同圖 6 。

三、全球化與所得分配實證分析一初步結果顯示貿易自由
化有助於改善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

(一)文獻回顧

有關我國的全球化對於所得分配影響的研究，相對於國外

而言仍相當有限。主要的研究文章包括:

一梁國樹( 1982 )利用吉尼係數與製造業實質工資率等時間數

列資料，說明 1980 年代以前，台灣的輸出貿易型態符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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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利益原則，吸引大量勞工由工資較低的農業部門移轉到

工資較高的製造業部門，進而促使所得分配更趨平均。

一曹添旺( 1996 )透過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發現決定台

灣家庭所得分配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所得的不同來源，以

及行職業的分佈。 Chu (2001 )利用台灣 1976-1996 年的年

資料，分析勞力密集產業出口對國內技術與非技術工工資

差異的影響。結果顯示，勞力密集出口產品佔總出口比例

愈高，技術工與非技術工工資差距愈小。

一蔡明璋( 2003 )觀察歷年我國對大陸出口金額、台商對大陸

間接投資金額與最高所得組及最低所得組之所得倍數三者

之間的時間序列趨勢，指出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依賴與互

動，是造成近幾年來我國所得分配惡化的可能因素。不過，

這樣的研究缺乏嚴謹的模型分析。時間序列變數的相關性

並不一定隙含兩個現象彼此之間的困果關係。

一辛炳隆( 2003 )利用 1980 年至 2002 年年資料，分別觀察高

低所得組之所得倍數與吉尼係數的變化，衡量全球化程度

之解釋變數包括開放程度(進、出口金額占 GDP 的比例)、對

外投資總額占 GDP 的比例、外資流入金額占 GDP 的比例

等，並控制了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以解釋所得水準對

所得分配之影響。結果發現，在開放程度方面，出口對我

國所得分配不具影響力。相反的，進口對所得分配則有平

均化效果。在資本跨國移動方面，對外投資的增加會擴大

高低所得的差距，但對吉尼係數( Ginni Coefficient )影響則較

不顯著。外人投資對所得倍數與吉尼係數皆無顯著影響。

此外，平均每人 GNP 的估計係數皆顯著大於零，表示所得

愈高，所得不均度也愈高。至於與大陸經貿互賴對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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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分配的影響，他的估計發現對中國大陸投資使我國

的所得分配有不均化效果，同時，外資流入也會擴大所得

不均度。

(二)實證分析

l 模型設定

為了解全球化對我國所得分配的影響，參考 IMF (2007) 

迴歸分析模式，設定估計模式如下:

logGIN{=此+r， log(官+M)/GD月" +r,logÇBAIJ GDp), +r,log(/?.&D! GDp), +ê, 

﹒其中， GINI: 吉尼係數; GDP: 國內生產毛額; X :出口;

M: 進口; CDAL: 跨境資產與負債; R&D: 研究發展經

費 ;ε: 誤差項; t :時間(年)

﹒模型變數選取的相關說明如下:

(1)貧富不均部分

吉尼係數( 0 至 1 )表一國貧富不均的程度。

( 2 )全球化部分

-X+M/GDP 表我國貿易全球化的程度

一CBAL/GDP 反映我國資本帳開放的程度，衡量我國

金融全球化的程度。

-R&D/GDP 表技術進步的程度。

2 實證結果

統計資料期間自 1991 年至 2005 年(但跨境資產與負債統計資

料期間較短，為 2000 年至 2005 年) ，實證結果如下: [詳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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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解釋變數) |條數
估計式( 1 ) 估計式 (2)

(出口+進口) /GDP 
( -4.58 )叫 (-2.76) *** 

跨境資產與負債/GDP

( 1.50) 
研究發展/GDP 0.43 

( -0.82) ( 6.45 )艸*

樣本教 6 15 
調整後判定f毒、數 0.8438 ! 0.8504 

註:1.括弧內數值表 t 統計值。

2.*表 10%顯著水準;料表 5%顯著水準， ***表 1%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估計結果得知:

一估計式( 1 )包括所有全球化的解釋變數，因跨境資產

與負債時間序列不長，樣本數僅為 6 。代表貿易全球

化變數的歸係數為負 o.詣，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顯示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改善我國所得分配不均的

情形;代表金融全球化與技術進步變數的 歸係數分

別為 0.20 與負 0.44 '不具顯著水準。

一估計式( 2 )剔除跨境資產與負債之解釋變數，以增加

樣本數( 15) ，其結果顯示:代表貿易全球化與技術

進步變數的歸係數分別為負 0.19 與 0.43 ，均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意謂著科技進步造成我國貧富差距

擴大，但貿易自由化具有改善貧富差距的效果。

由於兩估計式的結果不一致，可能與時間序列不長有關，

未來累積足夠統計資料時，可再加以驗證。

3 在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下，低所得家庭從勞動市場所獲得

的收入，相較於高所得家庭，似仍較為劣勢

鑒於科技進步本身可能造成所得不公平分配的危機，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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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實證分析初步結果，暫無法得知科技進步是否不利於我國所

得分配均化。愛再就其他面向，如:高、低所得家庭勞動報酬，

進一步了解。

近年來最高與最低所得組平均每戶就業人數差距(音數，由

2000 年的 3.54 倍擴大為 2006 年的 3.93 倍，顯示低所得家戶之

就業機會不足，從事勞動之人數，遠較高所得家戶為低，影響

其家戶所得，進而拉大與高所得家庭之所得差距，以致家戶勞

動報酬差距倍數，由 2000 年的 9.52 倍升為 2006 年的 12.7 倍。

【表 3] 2000 年至 2006 年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最低/最

年 |得家庭 |得家庭 |高差距
倍數(倍)

2000 0.68 1.29 1.59 1.94 2.4 1 3.54 
2001 0.66 1.30 1.62 1.96 2.35 3.56 
2002 0.70 1.25 1.62 1.98 2.32 3.31 
2003 0.62 1.20 1.59 1.94 2.35 3.79 
2004 0.60 1.21 1.59 1.93 2.34 3.90 
2005 0.56 1. 18 1.56 1.92 2.31 4.12 
2006 0.59 1.1 9 1.59 1.90 2.32 3.93 

【表 4) 2000~6 年平均每戶勞動報酬遭受雇人員報酬及產業主所得)

年

2000 174,449 493 ,892 717,845 985.561 1,660,562 9.52 

2001 144,788 437 ,030 672 ,022 957.172 1,682 ,196 11.62 

2002 155,074 443 ,779 665 ,720 946,173 1,698,106 10.95 

2003 146,817 448.550 666,985 954,553 1,714,073 11.67 

2004 142.595 444,091 696,996 968,656 1,703 ,872 11.95 

2005 136,193 437.483 684,684 974,621 1,729,066 12.70 

2006 137,628 444,294 697,820 991 ,948 1,747,242 12.70 

【表 3 、 4】資料來源:同國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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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IMF (2007) 研究報告指出，所得分配不平均的情況呈上升

的趨勢，是一全球普遍現象，主要係因技術進步所致。我國在

全球化、自由化，以及知識經濟發展趨勢下，所得分配不均度

亦相對提高，經初步分析，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改善我國所得分

配不均，技術進步可能對所得分配均度產生負面的影響。

未來全球化仍將如火如涂進行，考量貿易全球化有益於我

國所得分配，以及科技進步可能擴大國內貧富差距等因素，未

來改善所得分配的政策重點，宣以「落實社會公平正義」核心

價值為主軸，建構確保經濟機會均等與教育機會均等的環境，

主要的作法有:

(一)擴展國際經貿空間一積極參與 WTO 與洽簽 FTA

我國經濟發展原動力係源自對外貿易，是以，更開放的國

際貿易體系，符合我國整體經濟利益。透過貿易自由化，有助

於改善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其可考慮的作法有:

l.多邊方面: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 (WTO) 杜哈回合談判，

依據我國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並考量未來潛在優勢，以

「工業主攻，農業主守」為談判主軸，輔以推動進一步服

務貿易自由化及貿易便捷化措施，以促進我國經貿利益。

2. 雙邊方面:積極與友好國家簽定自由賀易協定 (FTA) ，目

前我國已與 5 個國家(巴拿馬、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

與宏都拉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未來應繼續擇定重要貿易

伙伴推動洽簽雙邊(區域)自由協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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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推動 f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量」

l 確保經濟機會均等方面

透過「產業發展套案 J '由「營造優良投資環境」、「開

創產業發展新局」著手，全面提升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外，並積

極提升地方產業競爭力，取代以往消極的補助政策，透過活絡

地方產業，振興農業，以創造在地就業，縮短城鄉所得差距。

具體的作法有:

一輔導地方型產業發展，如:輔導地方特色產業、劃設傳統

產業(如玻璃、織襪等)專區、縮減產業數位落差，以及

提升中小企業品質。

一落實推動「新農業運動 J '如:促進農業科技商品化及產

業化、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安全農業體系，以及加強全球布局行銷能力。

一提升弱勢勞動者就業能力，如:推動「促進弱勢者就業計

畫 J '使弱勢者由以往消極的福利依賴者，轉變成積極的

勞動參與者。

2. 確保教育機會均等方面

透過「社會福利套案 J '推動 3 年 500 億之「提升弱勢人

力資源計畫 J '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資源，讓區域弱勢學生有

公平的發展機會。具體的作法有:

一強化弱勢學生教育協助，預估每年補助 100 位優秀清寒學

生，增加高中職以上清寒工讀機會。

一加強對離島、原住民、偏遠等地區弱勢、低成就學生之課

業輔導，提升其學習成就，辦理校數預估於 2009 年達的%。

一新設 100 個數位機會中心，並於 2009 年使偏遠學校資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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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更新率達 100% 。

一促進高中教育均質均衡發展;增加優質高中校數，強化學

習弱勢地區教育資源，照顧學習弱勢縣份學生計 9 縣 11

校。

(三)其他

目前我國低所得家庭中，戶長年齡的歲以上者約占半數，

戶內人口 69.4%係無業者，就業者又以從事農業及低技術工或

體力工占多數( 67.3 %) ，平均薪資較低。未來隨著人口結構

老化步調加速，此類弱勢家庭將會持續增加，其對均富社會的

影響，殊值關注，基此，如何強化我國社會安全網照顧此類弱

勢群體的機制，以及鼓勵民間部門參與，相當重要。

此外，本研究並未分析全球化過程中，人員移動對所得分

配的影響，未來可再就勞動市場的影響進一步研究，如:

一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如:移民政策、教育、勞動市場婦女

參與率、部分工時勞動力的增加，以及政府移轉支出等。

一對勞動需求的影響，如:高科技技術的改變，以及對國際

賀易與委外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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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球化的定義
人名或機構 ;t 義

當代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包括文化、犯罪、金融、宗

David Held et al. 教精神等) ，在登個世界的相互聯繫上，已經日益擴張、

深入和加速。

2 Ulrich Beck 
跨國行動者從權力、取向、認同和網絡等各種面向穿透

和侵蝕主權國家的過程。

時空概念的變化、文化互動的增長、世界所有居民都面

3 
R. Cohen and P. 也共同問題的增加、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增強、跨國

Kennedy 行為嫂的發展和跨國組織網絡的擴展，以及全方位的一

體化。

組成當代世界體系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聯繫和相互溝通

A. G. McGrew 的多樣化，是世界某個部份務生的事情、決定和活動能

夠對全球遙遠地方的個人和團體產生重要影響。

l5 
Barbara Parker 對傳統界限，例如國家、時間、空間等日漸增加的穿透

(2005: 49) 性。

16 
喬治，索羅斯 全球化等於資金的自由流動，而國家也愈來愈受到全球

(2002:i) 金融市場及跨國企業的主導。

7 Kenich Ohame 國與國間貿易界限或障礙的消拜。

8 Peter Dicken 為傳統國際生產、投資及貿易形式上的轉變。

9 
Douglas Kellner 高度複雜、矛盾和模糊的制度與社會關餘，以及牽涉商

(2002) 品、勞務、楚、法、科技、文化形式和人的流動。

10 
卡爾﹒海因 全球化你以貿易聯繫的密切程度為基準，國際貿易頭佔

茲﹒巴奎 全球生產的比例越高，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就越高。

全球化可視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形成，使企業家能夠在世

11 
Richard C. 界任何地方籌募資金，籍著這些資金，利用世界任何地

Longworth 方之科技、通訊、管理和人才，在世界任何地方製造商

品，賣給世界任何地方的顧客。

12 
Richard G. 經濟學者通常將全球化視為生產、分配和商品行銷的國

Harris (1 993) 際化。

Christopher 全球化通常意指通訊和運輸科技的改變，資本流動和商

13 Chase-Dunn et 品貿易日增的國際化，以及經濟競爭的主戰場從國內市

al. (2000) 場轉移到世界市場。

14 Tonelson (1 997) 
受全球快速成長的商品、勞務、資本、資訊和有時人們

的流動，所引起日增的國際市場登合。

從事國際商業成本的下降，全球化的效應將增強商品、

15 Anderson (2001) 勞務、科技、概念、金融、資本和勞動的國際市場之整
l合。

資料來源:李隆生、鄧嘉宏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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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經濟全球化的定義

人名或機構

i 2 iIMF'5 

江J雅克 F可達
!41托本等人

定義

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廣泛流動，實現資源最佳配

置的過程。

;跨囡
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f使吏世界各國經濟的相

互依賴性增強。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世界的支配與控制。 i
!全球化是指各國通過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流i
j動，信息網絡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高度融合和相互|
(依賴關像。 i
，!!考區域的貿易、資本、信息、市場、企業和人口的|

5 洪朝輝 (2000) !擴展過程，並對地球另一區域民眾和社區的影響存!

i在相當的廣度、強度和速度。!

:經濟全球化趨勢包含幾個相互蚓達的層面，則產 i

IThoill1)Son. Fi叫eri過程的國際化、世界市場的一體化、國際勞工分!
6 :md 恥aue 1工、跨國企業的國錯背景日趨淡化、金融市場的自!

一 !由化和團際化，以及通過經濟和政治整合各商制度|

! !架構的趨向化等。 I

!; )資本主義下自由市場理念的充分延伸，拜科技與通 i
i i j訊技術之湯，而使貿易、金融、生產、銷售等要素 i
1 9 鄒勳元 (2001 ) I 突破了以往疆界的限制，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尋求最!

|有效率的結合，以達到個人或企業最大利益為自|

!標。|

i i 資本追逐利潤所產生的一系列現象的總和這些現l
! 10 i 楊雪冬 (2003: 31) I 象包括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跨圓界流動，也i
l i !包括各類跨圈界J統統一市場的形成。 ! 
I 1扎i Bh枷圳叫ur呵叩r咚耶g伊O叫a叩n I經濟全球化牽涉自
L一一斗2001) 合投資和豆接投資。

資料來源:李隆生、鄧嘉宏 (2006)

吋 OECD 前首席經濟學家。

，)參兒 IMF 出版的 1997 年《世界經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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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際問常用所得分配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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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尼係數(Ginì coeìTícient) : 

對角緣與曲線間的面積

封角線以下之三角面積

三、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數與吉尼係數數值之意涵

一倍妻生怠大，所得分配怠不均;倍款怠，卜，所得分配怠平均。

一曲線與對角線距離;金遠，係數怠大，所得分配;奮不均。

公式=

五等分住所得分配差距倍數與吉尼係數之差異

一五等分位所得分配差距倍數只考慮最高及最低兩個極端的所得差距。

'一吉尼係數考慮全體家庭的不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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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全球化對我國所得分配影響的實證分析結果

估計式 1

Dependent Variable: LOG(GINI) 
扎1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11113/07 Time: 15:28 
Sample(adjusted): 20002005 
Included observations: 6 after adjusting endpoints 
LOG(GINI)=C( 1 )+C(2)*LOG((X +M)別TGDP)+C(3)*LOG(ACROSSAL/USGDP)+

C(4)九OG(RD/(NTGDP*1 00)) 

Coefficient 

C( 1) -2.875695 
C(2) -0.245348 
C(3) 0.201607 
C(4) -0.435993 

R-squared 0.937532 
A句usted R-squared 0.843831 
S.E.ofregression 0.009567 
Sum squared resid 0.000183 
Log likelihood 22.67905 
Durbin.抗Tatson stat 1.963286 

估計式 2

Dependent Variable: LOG(GINI)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11113/07 Time: 17:58 
Sample伊甸usted): 1991 2005 

Std. Error t-Statistic 

2.098473 -1.370375 
0.053596 -4.577734 
0.134187 1.502434 
0.531003 -0.821075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F -statistic 
Prob(F -statistic) 

Included observations: 15 after a句usting endpoints 

Prob 

0.3041 
0.0446 
0.2718 
0.4979 

-1.078072 
0.024208 

-6.226350 
-6.365177 

10.00554 
0.092222 

LOG(GINI)=C( 1 )+C(2)*LOG((X +M)別TGDP)+C(3 )*LOG(RD/(NTGDP* 1 00)) 

Coefficient Std. E訂or t-Statistic Prob. 

C(l) 0.539197 0.250994 2.148249 0.0528 
C(2) -0.186806 0.067651 -2.761307 0.0172 
C(3) 0.430173 0.066648 6.454427 0.0000 

R-squared 0.871783 Mean dependent var -1.1 19776 
Adjusted R-squared 0.850414 S.D. dependent var 0.040175 
S.E.ofregression 0.015538 Akaike info criterion -5.314155 
Sum squared resid 0.002897 Schwarz criterion -5.172545 
Log likelihood 42.85616 F -statistic 40.79568 
Durbin-Watson stat 1.330635 Prob(F -statistic) 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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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與本土關懷」對談記錄

高明瑞 i 、劉初枝 2

戴台馨主持

戴:本時段的對談主題是「永續發展與本土關懷 J '以經驗分

享為主。我們邀請到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高明瑞教授及

本校法律系劉初枝教授來分享。首先我們請高教授談一談

在促進台灣永續發展方面，有什麼個人實際的經驗?

高: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個是教學、一個是研究、還有社會

參與及社會服務。

教學部分，我在中山大學教的課程是自然保育與環境

管理、綠色企業行銷、非營利組織團體，以及我最近認為

很重要的經濟社會學等等。至於研究方面，大概也是剛剛

說的那幾個方向，但大部分都是在綠色企業也就是跟環境

有闊的議題和非營利組織。不過我這兩年比較重視的是社

會企業的研究，這也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至於社會參與

和社會服務方面，我本身在 1986 年回來台灣以後，參加了

1 高明瑞: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兼副院長、

耕莘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 liïlJ初枝:輪大法律系教授、總統府顧問。



「永續發展與本土關懷」封談記錄 303 

很多社團，比方說在高雄市有成立清寒家庭協會、消基會，

在高雄建立高屏分會，以及一些在高雄和南部地區的團

體。比方說高雄鳥會、市立環境保護聯盟等等。之後我就

回到我自己高中時代住過的百達宿舍。我們有一個「我為

人人」實踐推廣協會，以及現在參加的耕莘文教基金會，

不過這大多是校外的協會。

其實在中山大學的本身有一個天主教教職員聯誼會。

那襄我們也成立一個團體，叫做「華亞服務中心 J '專門幫

助我們學校附近比較貧窮、弱勢的小學，比方單親、隔代

教養、清寒學童等小孩的課後輔導，現已有六所學校。

男外是我們管理學院有組織一個管理學院教師的愛心

基金。我每年學期開始，會發一封信給所有的老師，說我

們愛心基金會就是要幫助我們管理學院的同學，有疾病

的、或從東南亞來的一些青年學子，給他們一些獎學金或

補助，幫助他們生活費用或急難救助，是大家自由認捐的。

還有男外一個是我自己在做的，因為擔任副院長，我就設

計一個管理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的一個管理實習學分。

我主要是要他們做服務學習。我們安排了非常多的非營利

組織，包括有老人照顧、課後輔導還有環境保護、照顧伊

甸的學習遲緩兒。這些青年朋友們一輩子可能都在比較好

的環境中成長，我們希望能讓他們去接觸社會上的一些團

體，讓他們知道這個社會上還有跟他們不一樣的一群人。

戴:現在請劉教授談談您的經驗。

劉:以我個人經驗來說，我想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在本

校服務，第二部分是社會服務。

先說第一部分。我的專業是法律，是民事程序法，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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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技術性的法律。除此之外，在學校，有兩門課跟永續發

展與本土關懷有關。一個是導師時間，每個禮拜都有兩個

小時，放在禮拜三的五六節。我讓學生們自由分組，各組

自行決定及找尋要閱讀的書，分組發表心得報告，之後大

家討論。不僅是讀書，看影片也可以，只要有收穫，都可

以來和大家分享。廣義讀書會的範圍已經不是法律，而是

超過法律之外，很多都是屬於社會的現象、經驗、生活，

本國的、外國的都有。另外一個課程就是大學入門，這堂

課程我也非常投入，動用了校內校外資源來跟同學上課，

因為我覺得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除了關心自己

的事務之外，還有很多社會的事務值得我們去關心。

再來談第二部分。我兩次借調到政府部門去服務，第

一次是 1994-1998 年到台北市政府，擔任公務人員訓練中

心主任。那四年當中做的，其實還是跟教育有關，因為這

是公務人員的在職訓練。公務人員的在職訓練，到底要訓

練什麼?基本上是提供研習的機會，來加強公共服務的效

率和品質所需的態度、能力、知識。

建立於公務員和國家之間的「忠誠關係」上，就是對

人民的「服務承諾 J ( commitment )。服務承諾是基本和開始，

是所有進入公家機關的人，無論是否經過國家考試，必須

{故的(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尤其經由選舉出來的人，都會有一個儀式，

就是宣誓要盡忠職守)。公務人員的基本態度就是要有「同理

心」。因為公共服務的對象就是市民，所以對於市民所關心

的事情，需要有同理心。迅速、有效和優質的服務，是由

此而來的(顧客滿意)。其次重要的態度是「誠實 J '比照校

訓I r 聖美善真 J' 這個真就是誠實，誠是一切待人處世的根



「永續發展與本土關懷」對談記錄 305 

本。最後一個基本態度就是「公正f 也就是基督宗教/天

主教所重視社會正義。

公務人員的基本能力應該超過學校所學的東西，有一

些是在畢業以後須要自己強化的。一般來講，表達、溝通

以及邏輯推理，用在面對市民執行法律是很重要的。市政

府的公務人員和其他行政人員一樣都是執行法律的人，所

以必須要有上述這些能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團隊合作 J ( teamwork )。因為許多問題的解決與服務的創

新，往往單靠一個人是不能完成的。男外，分析資料、應

用資料的能力，往往需要相關電腦技能，這也包含在訓練

課程。

公務人員為了「解決問題」與「創新 J '應具備一些基

本常識和知識，像立國的基本價值與「人權觀」是一個公

務人員應具備的知識，換句話說，就是認識民主和法治。

還有，公務人員國際觀的培養、工作相闊的知識最新發展

概況、服務地區的發展潛力(本地特有的人文、地理、歷

史、資源、景觀，以及曾發生的事件、影響) ，這些都是需

要公務人員自己去探索的知識。

大致上來講，在不同部門服務的公務人員，需要不同

的專業知識，訓練課程視需要而加強，配合法令的改變或

者是新法令的發布，立即反映在教育訓練上。比如:水土

保持法，立法院剛剛三讀通過，即刻開班，讓建設局、都

市計劃、環保等相關部門人員瞭解新法律;每年會為政風

人員邀請檢察官來講一些實例案件，增強專業能力;又如

為消防人員、社工人員、主計人員辦講習等。由於地方政

府的服務包括市民生活的各個層面，這也開拓了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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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也就是心靈層次的美學觀養成(美也是輔大校訓歲

言) ，通常不在教務組所排的正式訓練課程，像法規、行政

管理、自我成長研習，而是列在晚上的輔導課程，由輔導

組邀請一些詩人、原住民團體，或是音樂方面、表演藝術

方面的名家做講解、解說，甚至示範表演，有不少市府公

務人員在研習中第一次看到豎琴、南管演奏、月琴彈唱。

需要動手的茶道、陶藝也是受歡迎的課程。

那麼就永續發展這方面呢?院轄市第一次民選的陳市

長特別重視人的生命價值(騎機車強制戴安全帽)和基礎環境

建設。光從後一項市政的推動來看，地下排廢水接管率從

3%提高到 29%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我們很高興這樣的政

策在馬市長接任後繼續執行到接管率 41% '我相信郝市長

也還會繼續推動。還有，就是環保方面，從地方做起環境

保護，就變得很重要，尤其要提昇環境品質就要從小處著

手，注意細節。因為腳踏車又健康又環保，所以每一次年

終要摸彩或者是記者或民問團體要來募捐，我都是送腳踏

車。往往皆大歡喜。

戴:我們可以看出來劉教授是以造就人才來關懷本土。注意在

生活襄面很細節的部分，來表達她對於永續發展的一種實

踐，比如說腳踏車的事。到底在生活襄做了那麼多，在您

心目中，對於永續發展這個概念的了解是什麼?到底永續

發展的定義為何?

高:我本身是學森林的，歐洲從 18 世紀起，經過兩百多年的經

營，很成功地在森林方面達到永續經營。但是他們永續經

營的重點只是永續的木材生產、永續的經濟發展。這樣的

永續是不夠的。現代永續的概念基本上是 1992 年在巴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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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熱內盧的一個高峰會議，參加的國家討論出來的結果，

聯合國基本上同意。

永續的概念，如果以一個正三角形來說明，它應該是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公平、生態的平衡，這是一個理想的

正三角。可是我們的社會，事實上都不是正三角，尤其是

現在這個社會，基本上把經濟發展看得最重要，其他的兩

個都不重要，認為是旁枝末節。我覺得三角形不足以表達

正確的永續概念，我認為應該這樣表達:一個正方形的骰

子，它有六個面，我們可以在其中三個面上寫經濟發展、

生態平衡、社會公平，基本上它是一體的，不可能分開的。

所以當我們在談永續的時候，不要再去談經濟發展和生態

保育的平衡，或者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該如何平衡，不

應該是這樣去思考的。它是同時存在的。當我們思考經濟

的同時，就應該思考到社會公不公平、生態、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我覺得所謂的永續應該這樣定義。我參加比較

多的是生態保護和環境保護的團體，我覺得我們不是缺少

生態保育，是缺少公平正義。我闊的課也是在強調我們的

社會應追求公平正義。這就是我對永續最基本的看法。

戴:高教授從關心生態方面的永續，變成關心社會方面的公平

價值，現在請劉教授說說對於永續的概念為何?

劉:我同意高教授把社會的公平正義、經濟的發展以及生態的

平衡保育等三方面放在永續發展襄面，這也符合 1983 年聯

合國秘書長委託前挪威的女總理，組織一個委員會所做的

研究。 1991 年聯合國通過了這個研究報告。在里約熱內盧

舉辦了一個國際永續發展的會議，會議的結論就是發表了

里約公約或宣言。大會納入這個宣言，變成一個全世界每



308 生活品質之泉源:跋

一個國家都應該按照這個文件去推動的公約。

2001 年，有一個文化多元的國際宣言，放進第四個元

素，就是多元文化。除了環境保護要兼顧之外，還要兼顧

文化多元，所以說永續發展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改變

的過程;是活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類，應該為了要達到

這四個方面的永續，所須做的改變。這一代的人為了生存

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不能耗盡下一代以及以後的世世代代

所應該享有的東西。這也包括文化、環境和自然資源。

戴:劉老師又多了一個文化多元這方面的關懷，可見這個問題

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我們是「生活品質與天主教社會思想」

這方面的研討會，所以我們不免要談天主教會在永續發展

與本土關懷這一方面的議題。想請教兩位教授關於這一方

面，認為天主教會有哪些貢獻?講講你們的想法或是建

議?

高:剛剛劉教授講得很好，這是一個流動的過程。在 18 世紀生

活並不是很好，後來開始有了所謂的工業革命、有了資本

主義的思維和經濟發展。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對人其實是

非常不重視的，尤其是主人，所以才會有社會主義的出現。

許多人在當時所強調、所追求的，是一些階層的功利。天

主教會在當時同樣提出非常多的呼籲和一些方法，希望勞

資雙方能夠溝通、能夠協調、能夠共同創造一些事業。歐

洲在公會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之下，經濟生活水準變好

了，工人的生活也變好。

上個世紀中期 60 年代叉開始一個叫做環境保護運

動。所以說這襄面，基本上人類一直在對很多方面做反省。

這個反省的力量和方式是來自天主教或基督信仰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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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反省，人類才會評估運行到什麼樣的程度，應

該有什麼其他的發展。從環境保護的運動一直發展下來，

提出一個社會契約。社會契約基本上在美國和歐洲同時出

現，但出現的原因卻完全不一樣。一個是要改變他們社會

褔利制度的一些缺點，也就是說社會福利可能造成有些人

偷懶，坐在那襄領錢，他們覺得這樣不好，所以把它變成

了經濟活動。這樣的經濟活動又不同於現代企業的經濟活

動。在美國基本上不是這樣。因為美國企業太大了，很多

企業開始反省企業是不是應該有些社會責任，於是他們開

始建構所謂的「社會企業」。

綜合前面所說的一些重大的改變，天主教會一直都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這些新運動襄面我相信天主教會也

有它的新見解或一些理論的提出。

戴:高教授特別看重「社會企業」這個概念，我們請劉教授談

談您所了解的天主教在這方面的貢獻?

劉:關於永續發展，聯合國列了將近四十個議題。 2002 年，南

非有一個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在這個高峰會裹，把它濃

縮為第一要消滅貧窮;第二要改變消費和生產不符合永續

的模式;第三要保護和管理經濟社會所依賴的自然資源;

最後一個是健康。

假如我們把所有的議題濃縮到幾個比較小的範圈，跟

人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來看，天主教會對於人類的發展和

貢獻，可以說是過去累積的結果。天主教會對永續發展最

大的貢獻，第一就是普及學校教育。因為教育就會改變生

活模式，就會消滅貧窮，因為知道怎樣去求生。根據我在

網站上看到的資料，天主教會在世界上有 25 萬所學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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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教師 300 萬人，學生是 4200 萬人，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在消滅貧窮方面，我們知道天主教有各種的修會。他

們都在不同的地方從事消滅貧窮的工作，比如說提高就業

能力、技術等等。再來就是健康方面，在醫療照顧上，我

們不要說別的國家，台灣就有好幾所天主教的綜合型醫

院，還有一些特別針對某些邊緣人口的照顧，比如像是智

能發展不足的、肢體有障礙的、老人或是單親家庭等等各

方面的照顧。這部分，我認為天主教的貢獻也是很大。

在環境保護方面，教廷是非常認同的。天主教是國際

性的和普世的。南非主教團在 2002 年批評聯合國跟周邊組

織像是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都是說了很多，做的

很少。他們說聯合國既然在安南當秘書長的時候，設立一

個號稱千禧年的目標，要在 2015 年達到貧窮減半。都是講

講，只說而不做。我覺得天主教會，在不同的地區，像是

美洲、亞洲地區、印度，都有在討論。

天主教對於永續發展真的有貢獻，特別剛剛高教授提

到對於工人的關懷。工人是在工業革命以後興起的階級，

他們是被壓抑的、被剝削的。天主教會在這方面是站在他

們那邊的。天主教是跟貧窮站在一起的，跟社會弱者在一

起的，他們會幫助弱者。新事的通諭，就是針對工人提出

的，要去照顧他們的。勞工、身心障礙人士，甚至像是台

灣的新移民，都是他們照顧的對象。世界人口移動很頻繁，

在人口移動的過程中，還有很糟糕的現象就是人口販賣。

人口販賣有一些相關問題，包括毒品氾濫等等，這些天主

教會都很關心。

我記得輔大羅四維神父，曾向聯合國還是北美共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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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組織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專門研究如何防治毒品在青

少年階段濫用。我記得那是個跨學科的整合型研究。天主

教的貢獻真的很多，無法一一舉出。我建議教會應把所做

的事情及成果上傳在網路上，這樣的話大家才會知道。

戴:剛才高教授談到許多非營利組織的一些參與。非營利組織

在永續發展和本土關懷方面，到底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呢?能發揮到怎樣的功能呢?

高:簡單來說，我覺得非營利組織非常重要。基本上它是在追

求真善美，如果再加上一個聖字的話，就變成輔仁大學的

校訓了。他們不同於我們現在社會一些主流企業及政府部

門。政府部門大部分都在追求「權」、企業部門都在追求

「利 j ，而且最可悲的是這兩個部門正在結合。不只有在

台灣，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像是美國總統布希競選總統

就花了1.5 億美金，他哪來那麼多的錢?都是要靠企業捐

獻。政府部分應該是社會公平的推動者，可是現在卻常常

偏向追求利的部分。所以非營利組織就顯得更重要，這是

第一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現在常常聽到的全球化，在全球

化的過程中，看到的通通都是商業的、貿易的、經濟的全

球化。這些全球化的參與，經由 WTO' 就是一些跨國公司

再加上那些龐大的政府，在決定我們大家的命運。在此狀

況下，我覺得非營利組織變得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追求

真。他們追求的比如科學的真實、社會共同的善、共同的

美、追求這個社會大眾共同的好，他們會關懷這個社會比

較弱勢的部分，會注意到公益。我不太喜歡用「公益」這

個字，比較喜歡用「共益」這個字。因為在中國人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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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其實就是大私，皇帝就是私，寡人嘛!攏統是我的!這

個概念不是很好。這也是我為什麼要開非營利組織這門課

的原因，我鼓勵很多同學，尤其是管理學院的同學，去參

與一些非營利組織的部門，去幫助他們。天主教白始至終

都是非常重視弱勢團體的，站在弱勢這邊。

在台灣，你可以看到很多角落，有很多神父和修女辦

的一些幫助這些弱勢團體的機構。但太離散了，也沒有什

麼特殊的管理方式。這部分蠻可惜的。希望將來所有的非

營利組織都變得自己能夠管理自己。這就是社會企業。非

營利組織自己能夠追求經濟的獨立，然後追求社會共益的

目標。這可能就是在永續發展襄面非營利組織所能做的。

我強調的還是追求社會公平的部分。

戴:最後一個問題我們想請劉教授來談談，什麼是台灣永續發

展的最佳策略?能不能靠著永續發展的成功，增強臺灣人

民的信心以及國際地位?

劉:我們台灣地理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的土地相當的脆弱，

高山佔了 3/5 '每年又有颱風侵襲。在過去幾十年重視經濟

發展下，都忽略了環境保育，結果造成大地的反撲。每一

年只要颱風一來，風雨大一點，土石流就會出現。這表示

我們幾十年來，不斷地在高山和山坡地開發，少了森林，

山無法涵養夠多的水。

人要活下去，必需要有水、要有乾淨的飲水。「乾淨的

飲水」可能就是未來最大的問題，是全世界的大問題。台

灣落雨量那麼高的一個國家，為什麼有時候還會缺水?所

以水資源要管理，國土森林跟水資源的保育是一定要做的。

在國民保健的部分，做得還算不錯，跟我們鄰近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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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比，雖然醫術不一定比人家高超，但是我們普遍照顧

國民健康這部分，可說是做得不錯。有一個隱憂，就是錢

不夠、花很多。支出的錢很多，收入卻很少。這部分可能

還需要政府部門去思考。

有關食品安全、居家安全也好，都會影響生活品質和

永續發展。台灣仍然還有一些問題，當然政府都有在做，

但我們覺得做的可能不太夠，像是家庭工業、醫療廢棄物

的管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暖化等等。這不是說我

們少排放，我們就不會有事。中國在排放二氧化碳的時候，

地球在轉動，氣流很快就會降到其他地方去，就像烏克蘭

的車諾比核能廠出事以後，輻射線飄到德國去，德國的農

民就去告他們，因為農作物都生長不出來。當然訴訟結果

是告不成功的。

對於地球暖化，台灣應該要做出一些應有的貢獻，我

們如果能在這方面努力，讓世界看到，我相信我們的國際

地位也會慢慢被承認。尤其是台灣現在有很多民間團體、

非營利組織，他們做一些跨國界的救援，包括醫療救援、

災難的救援，人家就會知道有台灣這樣的地方。台灣要怎

樣跨出去，最重要的是我們國民意識的形成。大家對國家

要有認同，如果我們的認同分歧的話，要獲取國際地位就

很困難。

戴:今天從兩位教授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知道永續發展的定義

以及對台灣來講永續發展的策略。當然有很多是我們要一

起共同監督政府來做的，但是更多的是，我們可以在工作

崗位上以及在生活的細節方面加以實踐，我想這就是我們

今天最大的收穫。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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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繼《普世價值與本土關懷》之後，再次

針對2004年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頒布的《教會社會訓

導彙編)) ，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延邀海內外學者，

專注於「生活品質的泉源 J '作「天主教社會思想理

論分析 」 及 「 台灣經驗分享及實況分析 」

本書收錄該研討會論文，包括 「緒論 」 兩篇，分

別由香港教區陳日君樞機主教、耶穌會中華省會長詹

德隆神父，以豐富的實務經驗分享生活品質與基督信

仰的關係;最後，以訪問、對談方式，暢談(永續發

展與本土關懷〉作為全書的「跋」 。中間涵蓋理論及

實況分析兩大部分:前者全方位論述人工作的意義、

提倡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從人權角度分析耶穌的傳

教生活與苦難、兩岸和平的建立與和解、民主真諦的

反思、天主教會對國際社會之影響與貢獻、環境保護

等;後者則採用社會學分析研究方法，將台灣相關實

況忠實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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