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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僚之夏」中看公務體系中之你、我、他 

 
  閱讀完「官僚之夏」之後，內心衝擊還蠻大的，算是見識到世界

上竟然有熱衷於工作，且「賣命」工作的一批公務員!閱讀過程中，

會不自主地對照台灣及自己的公務經驗，甚至會想想若是書中場景換

做是我的話，我會如何做?所以確實也從書中獲得一些啟發，而且也

很佩服作者，能將這麼冷門生硬的素材，以故事發展的方式呈現，讓

讀者緊跟著劇中人物及劇情走，閱讀起來輕鬆無壓力，卻又不自覺地

領悟到作者想傳達的理念。 

  茲將讀後心得分為以下幾項，分享我的想法： 

一、從人物性格中獲得之啟發 

(一)風越信吾 

具理想抱負且專業度高，時時不忘培育及拔擢後進，因此

能吸引同理念之後進，共同凝聚團隊氛圍，建立為共同理念不

分日夜共同奮鬥之革命情感。 

風越為了傳達及堅持個人理念，常無畏地與上司爭辯，這

完全打破我對日本職場文化中崇尚恭敬、服從的印象，然這可

從他個性中看出端倪，因其個性不喜(屑)攀附權貴，所以也不

怕因得罪上司，而被懲處或降級，他也以此風格教導及影響下

屬，可從他常對屬下講「我們受雇於國家，不是受雇於大臣」

獲得映證。 

雖說風越有上述優點，然而性格高傲、不圓融，且身段不

夠柔軟，協調溝通技巧不佳，致易樹敵，如遇需與不同立場或



部門之人溝通時，易鎩羽而歸，或難創造雙贏局面。 

弔詭的是風越個性中又同時存在著與「性格高傲」相衝突

的性格，即具親和力，能與低階層的人親近，且人緣佳，我想

或許因其直率、敢直言，讓人覺得性格坦蕩，不會私下搞小動

作暗算他人，反而能交到知心朋友，獲得真友誼。 

 (二)牧順三 

懷抱著能為國家做些什麼的理念，並有系統地學習專業知

能(官民協調的混合經濟型體系)及規劃公務生涯，最難得的

是，能不顧世俗之眼光，自願請調到眾人認為被「打入冷宮」

邊緣化之職缺(日本駐法國大使館商務秘書)，放下大多數公務

員汲汲營營只為升遷之志向，我想古今中外，此類人確實不多

了，後來牧終於在沈潛多年後，再復出發揮其所學，貢獻於國

家。 

 (三)片山泰介 

頂著菁英光環，而時刻身體力行工作之餘不忘娛樂者，這

與二次大戰後日本職場文化格格不入，我想即使在現今日亞洲

社會中，也是非主流的工作方式，姑且不論工作與休閒間的比

重該如何，但我也佩服片山能為服膺個人信念(休閒至上)，而

獨排眾人誹異及評價之勇氣。 

也因片山崇尚休閒之信念，促成其公務生涯中有機會到加

拿大任職，開拓其國際視野，讓其有不同面向之學習及養成，

也因而造就其成為日本境內主張「國際派」經濟路線的人士。 

我認為事情有時並無絕對的好與壞，只是不同面向的思考

及看法而已，若一昧地像風越一樣，將片山這樣的工作及生活

方式歸類為「遊刃有餘、保留實力」，甚至冠以負面的「不上



進、隨波逐流」，似乎也不太公平，且社會上就會缺少了多元

性，畢竟每個人生而不同，應有自己獨立選擇之權利，而不應

只是為了追隨世俗的價值，而違反自己內心的聲音。 

(四)鮎川 

         受到風越信吾影響深遠，奉行風越之信念「一旦坐上某個

職位，就必須把那個職位當作是自己的葬身之地，每一個職位

都是墳場!」，鮎川是風越心目中的優秀官僚，但有心臟病的鮎

川，在出任礦山保安局長後，仍在幾次礦坑爆炸意外時，親自

全程投入災區現場指揮調度，另外也在爭取年度預算時，夜以

繼日地加班，及與外單位周旋，甚至為節省交通往返時間，居

住在辦公處所附近旅館。 

看了鮎川這樣賣命地工作方式後，實在令人捏把冷汗，在

東方文化中，這樣的工作方式會獲得極高的評價，鮎川或許自

我期許能拚命地為國家社稷工作，然卻未設立合理之停損點，

而付出的代價也是昂貴的健康及生命!這也是提醒我在工作與

休閒間要取得適當平衡，想來鮎川與片山這二人之間的工作方

式，都是公務或職場上的極端，適量地工作才是在職場上得以

長久之方式。 

二、 公務體制下人事制度面 

(一) 網羅並培育人才 

風越渴望為國家網羅優秀人才，並注重新人之培訓，多年

來時時督促自己及後輩花時間及精力，與應屆畢業生面談，以

發掘適合之人才，並激勵後進，更於新人任用後，關切其生活、

學習及歷練情形，著實能讓晚輩感受到其關心及溫暖，如此能

培育專業人才，並且降低人才發生斷層之情形。 



或許以權謀的角度來看，風越藉此除了選才外，可以建立

個人人脈，鞏固個人勢力及影響力，這畢竟在職場上是司空見

慣的現象，但我還是肯定風越願意花這麼多心力，做人才選任

這件事的信念，畢竟我回顧 10 多年的公務生涯中，從未見識

到有人能在公務繁忙之際，竟然親自與多達 200 多位學生面

談，且為了避免有所偏頗再請下屬再進行第二次面談，中間所

投注的時間及心力可想而知，如此求才若渴，放眼古今，我想

到的是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之情景。 

(二) 依年資升遷 vs升級考試 

在日本二次大戰後公務體制，存在著依年資升遷之規範，

然對人事業務有高度熱忱之風越不以為然，並欲建立「升級考

試」制度，拔擢非菁英之公務員，我非常認同風越此一顛覆主

流的想法，首先我認為將公務員分為所謂菁英(名校畢業)及非

菁英(非名校畢業)之二分法，並不適用職場，因為我們在職場

上看太多會考試但不會做事的人，所以學業表現與工作表現間

並不能劃上等號；另外，一個人任職於某職位，應依其能力及

工作態度適合此職位而定，而並非因為其「年資」適任此職位，

若只因其年資到了，所以為了內規或獎勵其多年付出而安排其

晉升至管理職缺，但卻未考量其能力及適任性，在其職務沒有

建樹外，甚而成為阻礙業務發展之絆腳石，實非國家人民之福。 

三、抓住時機，做對的事 

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歷經濟景氣低迷及產業過度競爭之壓

力，此時日本境內產生二大派系之間之辯論及角力，風越派屬

國內派支持(官民)協調經濟；玉木派屬國際派，支持自由競爭

經濟，風越派認為戰後日本唯有透過協調經濟之立法，才能改



善日本經濟體質，並終止國際產業入侵國內產業之情形，故擬

訂指定產業振興(協調經濟)法案，故率其部門人員，積極規畫

與政界、金融業及產業界等相關團體接觸，透過柔性管道，企

圖遊說其接受並支持此一法案，雖風越為了法案之通過，願意

放下身段，主動與政界、金融業及產業界接觸溝通此法案，然

風越仍秉持著官僚必須維護自己自尊之高姿態與之溝通，與之

接觸的人及單位根本感受不到其誠意，算不上是有效之溝通，

所以雖經過眾人長期努力後，還是在政界及產業界產生阻力，

終究未能獲得支持，故此一法案胎死腹中。針對此一例子，我

認為任何法案及政策之通過，抓住對的時機，外加適切的執行

方式，就如同中國人所說天時、地利、人和，才能水到渠成。 

上述的情節，讓我想到多年前在台北市社會局工作經驗，

民國 87 年時台北縣中和發生安養中心燒死 11 名老人之事件，

引發社會關注，也突顯非法安養院管理及消防設施安全問題。

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台北縣為例，收容重癱病患、登記有案的

安養中心只有十處，其中私人合法經營的只有四家，但是據調

查，在北縣實際存在的安養中心超過了 100家，卻都沒有登記，

良莠不齊，管理不易。(陳麗敏，2006) 

在當時非立案之安養院機構林立，主要是安養護機構立案

之相關法令過於嚴苛，對於大部分小型安養院而言，設立及消

防等標準不合理，因此他們的機構是不可能通過，因此造成安

養護機構，對外營運時，明知須去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但因

害怕不通過而不願去申請，而主管機關為了避免機構之陳情及

議員之關說，縱使知道問題所在，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

形成此一亂象。 



自發生此一安養中心老人被燒死事件後，凸顯出所有未立

案老人安養養護機構在管理上的嚴重危機問題，社會大眾之輿

論壓力期許政府應制定相關法令，以保障安養機構中老人之生

命安全。政府為回應社會大眾之期待，責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列管此案，針對未立案機構未能立案之原因，

積極檢討相關法令規定，並輔導業者儘速辦理立案許可

(國家發展委員會，2000)。自此事件後主管機關才得以掌握時

機，積極介入處理沈積多年的問題，才能有效掌控、管理(評鑑)

所屬安養護機構，入住機構之老人及其家屬之安全及權益，才

得以獲得保障。 

以上是我從此書中獲得的想法及省思，簡而言之，藉由閱讀此

書，除了回顧自己當初投入公務體系之初衷，並檢視現在所處之狀

況，再次確認自己投入公職社工界為民服務的志向，並勉勵自己不要

小看一己的力量，畢竟公務體系是由眾多的一己所組合成，在強調團

隊合作的環境中，期許在未來的公務生涯中，繼續盡心地投入，及不

忘協調溝通及團隊精神，以發揮自身所學貢獻於國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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