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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閃亮螺絲釘的自我期許

    閱讀「官僚之夏」這本書後，心中的激盪與佩服不斷地澎湃翻

轉，其中這句「身為公務員，若只能眼睜睜看著無力的人民含淚入

睡，哪裡還需要政治與行政！」這也讓我更加確認「解決問題，滿

足需求」就是政府存在的首要任務。另外，這群通產省的文官們一

心懸念的是：「我們是受雇於人民」，「在這崗位上有甚麼是我可

以為國家社稷完成的任務？」亦即，身為人民公僕、國家善良管理

人的公務員，如何盡本份，秉持敬業精神，懷抱著服務熱忱和使命

感，確保螺絲釘的功能，戮力維持國家機器完整不鬆散地運轉，是

每位公僕應盡的職責。

    本書講述的時空背景係在二次戰後，當日本滿目瘡痍，形同廢

墟之際，適巧有一群懷抱理想、堅持改革，深具使命感的財經官僚

們想要把日本從廢墟中提振起來，在如此百廢待舉情況，不僅產業

的發展受到限制，經濟上亦面臨貿易自由化競爭浪潮，政府官員中

主張「國際通商派」者認為應開放自由競爭市場，主張「國內產業

派」者以對國內本土產業的保護和培育為政策重心。然此兩派人馬

間沒有權勢問題，只是努力的方式不同，在沒有絕對是非或對錯中，

彼此理解並且相互尊重。所以當主張「國際通商派」的玉木博文被

貶至專利廳，遠離通產省權力核心，其與風越道別時說：「為了把

日本建設成為一流國家而竭盡了全力的，我和你，所追求的目標應

該是一致的！只是，所選擇的道路不同。」如是看出，他們為了各

自理念在彼此競爭拉扯的宦海浮沉中，有激情的辯論，有勾心鬥角

的權謀，但他們跳脫爭權奪利的小我格局，總是懷抱著一股要日本

邁入世界第一流國家的強烈渴望。從中，讓我們看見人性美好的可



能性和政治人物可能懷抱的熱忱與使命感。值得深思的是，當時日

本這場保護產業與開放市場的拉鋸戰情景，與現今我們對保護國內

養豬產業、食安問題與美牛、美豬是否開放之經貿處境似有雷同之

處，然國內官員或政治人物之處置方式與日本官僚之作為確有所差

異。

    「執著」與「直來直往」的性格在公務體系該如何拿捏？在書

中我們看到庭野與風越的執著，庭野係出自於更多的關懷與憐憫，

認為國家社稷的根本，就是無數辛苦工作的小民，所以希望人民都

能夠不用活在擔心會丟掉飯碗的恐懼中，為此理念，他一直為那些

可能倒閉的廠商尋找出路，並為此一理想奮戰到底，即使健康出問

題住進醫院仍不改其志。另一位是耿直、為理想勇往直前，充滿幹

勁熱情，個性隨興不拘小節，直來直往的風越信吾，他念茲在茲的

是「我要把國家社稷經營成怎樣怎樣…」，為了達成目標，勇於對

抗權利，然最終仍然沒有成功，但他那令人敬佩的強大毅力與充滿

活力的鬥志，仍無法被抹煞掉。尚值一提的是另一位堅持理念的典

範人物玉木博文，當通產省官僚皆反對自由化的浪潮中，唯獨他堅

持國內產業需走向國際化

，不惜在池內通產大臣面前，獨自一人與風越對抗，因為他堅持經

濟問題應該放手交給自由競爭機制，政府不要隨意插手干涉。玉木

如此執著地堅持理念，原因無他，只為國家社稷利益。因此，「指

定產業振興法」名稱終於確定了。在各自堅持自己政策理想的同時，

如何說服諸多官員的支持並草擬法案的過程中，除提出獲得認同的

政策主張外，溝通協調居中斡旋的潤滑油就得派上場了。

    為了讓「指定產業振興法」能獲得國會的支持，完成合法化程



序，這群深具使命感的財經官僚們不眠不休地加班、開會、激辯著

政策主張，但仍得不到國會的支持，為何呢？是未掌握政策問題特

性？是政策規劃合理化與完整性欠缺？還是政策解決方案或配套措

施未完備

？抑或是未建立支持的多數、未了解合法化參與者的立場？說不定

是未採取適當合法化的策略〈包含把握有利時機〉？等等…。在民

主國家裡，攸關國計民生，人民權利義務的決策，因所牽涉的範圍

甚廣，所影響的程度甚鉅，必須經由立法機關同意，才能達到其正

當性，強化其民意基礎，因而，如何運用政策合法化技巧及掌握提

案時機是相當重要的，這也是身為政府機關人員〈包含政務人員及

事務人員〉必須掌握之技巧。書中「人事須藤」與「在工作之餘不

忘玩樂的片山」對話中，須藤說：「風有分順風與逆風兩種。就跟

打高爾夫球一樣，遇見順風時，若是自己不能妥善利用，那只會造

成白白浪費而已；因此，我們必須要具備有儘可能利用順風的器量

才行。」又說：「政治就是風，若不掌握風向的話…不，不只是政

治，整個人生也都是如此。」但風越卻是完全不在意風向的人，不

會分辨順風與逆風，就算好意讓順風吹向他，他反而會一頭朝向著

逆風的方向衝去哪！須藤的這番話讓我們驗證了掌握政策窗〈Policy

Window〉的開啟時機與否，攸關政策方案能否成立。Kingdon認為

政策窗的開啟係提供政策倡導者推動政策方案，或鎖定公共焦點於

特定議題之良機。然窗子之開啟與否，與問題流或政治流有關，所

以，政策參與者須具有相當之敏銳度，善用「問題流」、「政策

流」及「政治流」三者匯流，利用政策窗開啟的契機闖關，或順勢

推升至政策議程之列。民國 100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完



成修法，明文規定小型車後座乘客要繫安全帶。即被稱為「邵曉玲

條款」，這是典型善用政策窗開啟的機會修正之法案。

    政府的任務在於為人民解決問題，滿足需求，然國家機器該如

何運轉始能讓人民免於匱乏，免於恐懼，而能安穩入睡，端視這部

機器的各個小螺絲釘是否完整，是否緊密接合不鬆散。所以，國家

行政體系的完整與否，公務人員素質與程度之高低，均足以影響或

決定國家是否具備解決問題的熱忱與能力，更足以決定國家之強勝

或衰弱。書中那群為國為民勤奮的日本文官，在臺灣亦不乏其人，

回顧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時刻，政府機關中犧牲奉獻的財經官員、

為創業打拼的中小企業家、急於浴火重生的黎民百姓們，在充滿鬥

志的客觀條件下，相互配合，我們也造就開創了台灣奇蹟。

    一個完備一流的文官體系是需要健全的人事制度以及優秀的公

務員協力建構的。書中主軸人物風越，因其具備知人善任的能力，

而被譽稱為「人事風越」。政府機關係透過考試掄才，若機關首長

或單位主管具備知人善任的能力，使其所屬均能適才適所，方能達

到人與事相契合，讓人才發光發亮。

    公務員包括政務人員及事務人員，政務官大多隨政黨或政策變

動而更迭，唯有事務官〈常任文官〉係受任期保障，所以國家政策

的立法和推動幾乎皆出自事務官之手。公務員既是人民公僕，理當

盡忠職守，抱有竭盡全力為民打拼的決心，發揮所長，維繫國家機

器運行不怠。所以，我們對自己要有所要求，有所期許，期許做一

個有能力解決問題，推動國家向前邁進的那顆閃亮的螺絲釘。

    服務熱忱與永保熱情是公務員需具備的基本要素，公務員因有

年資保障，所以在一般民眾的印象中，是個捧著鐵飯碗悠閒過活的



人，因而缺乏同理心以及自我犧牲的精神，致使政府的服務效能低

落。然這類人員或許存在，但極大多數的公務員皆是具有「聞聲救

苦」的精神，及高度的公共服務動機，因為，高公共服務動機不僅

帶來了較高的工作滿意度，也大大提高努力工作的意願。為了消除

並釐清民眾對公務員的不良印象，我們應具備服務的人生觀，奉獻

自己的才能，期許自己把工作視為精神寄託，更應具備同理心，提

供親切、關懷、便民、主動積極的服務、協助與照顧，以獲得人民

的信賴和認同。

    具備責任感與榮譽心，認真做事，勇於負責，亦是公務員必須

遵循的義務。責任是為人處世應有的態度，具備責任感的人，在工

作崗位上就不懈怠，會全力以赴，不會虛應故事了事。亦唯有認真

做事的公務員，才能拼出高效率高效能的服務績效，符合民眾的期

望。榮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公務員若具備榮譽心，必定注重清廉，

不受利益誘惑，不為利慾所縛，做個有尊嚴有品格的公務員。

    政府的首要任務在於為人民解決問題，身為執行政府任務的公

務員，必須具備解決問題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然處於知識爆炸的時

代裡，科技、知識，不斷翻新與變化，唯有不斷追求新知，掌握知

識變化的脈動，才不致被時代的洪流給淹沒。所以溫故知新，日新

又新，提升專業服務，才能跟上時代潮流，提高國家行政品質，

    「官僚之夏」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應是讓我們瞭解日本文官精神

的真髓，這群掌握國家未來的行政官員為了固守自己的政策主張，

彼此間或許容有不同意見，或許有著互異的權謀考量，然目標卻只

有一個，就是「把國家帶入更加振興繁榮的境地。」所以，幾乎少

有人會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戀棧權位，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政治人物的



胸襟，他們認為只要是人才就該重用。我們也期許機關首長或單位

主管亦能效法日本「用人唯才」制度。

「人在公門好修行」好耳熟的話語，我想，公僕的修行應該是要秉

持敬業精神，懷抱著服務熱忱與使命感，堅守岡位，恪盡職守，做

顆閃亮的螺絲釘，確保國家機器順利運行，讓人民免於匱乏，免於

恐懼，讓人民能安穩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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