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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官僚之夏」讀書心得

一、 時代背景之分析：

    「官僚之夏」所撰寫的時空背景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每

年國民所得(GNP)都以超過百分之十速度成長的「高度經濟成長的時

期」(自1955年至1973年)；此時，在經濟上，面對美國的自由貿

易主義；在外交上，正值美蘇冷戰時期，日本沒有自己的軍隊，需

要美軍的保護與支援；日本政府面對是否犧牲經濟自主權來獲取外

交上的地位，及國內產業究竟該採取保護或開放等無比複雜棘手的

課題。

    書中描述著通商產業省的官員們面對國內諸多產業問題時，如

何努力，如何衝撞體制，如何溝通協調，例如：

(一) 協助企業製造國民車：製造一部可乘載4人，行駛每小時速度

可達 100公里，可行駛 10萬公里不用維修，售價 25萬日圓內

的汽車。

(二) 美國反日本低價紡織品傾銷：因為美國降低進口日本紡織產品

數量，造成日本紡織企業營收下降，無法支付員工薪資，政府

藉由鼓勵企業合併以擴大規模，並從純棉紡織轉為化學紡織，

讓日本企業得以生存；但是，美國長期以來反日本紡織品傾銷，

且日本當局希望以沖繩回歸祖國作為利益交換，順從美方之意，

大量減少紡織品出口，造成紡織產業街頭抗爭及倒閉。

(三) 研發彩色電視機：當時有 80多家廠商希望從事生產彩色電視

機，但規模都不大，生產成本高，且各家生產的電視機尺寸不

一，各家廠商必須投入許多研發及生產之固定成本；通商省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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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僅特許 30家廠商，鼓勵企業合作生產，且限制生產的電

視機尺寸都在14吋以下，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及售價，讓更多

民眾可以買得起電視機，且後來日本承辦奧運時，人民更是希

望可以藉由電視觀賞奧運盛事，進而加速電視機的普及。

(四) 扶助國內企業製造電腦：部分廠商因無法取得製造電視機的許

可，但已擁有相關技術，通商省將具有此優勢的廠商，轉型生

產電子計算器(電腦)，並協助取得美國電腦製造大廠許可以較

低專利費用生產電腦；且後來國內自行研發的航空器也搭載國

內生產的電腦，在奧運盛事上一舉成名。

(五) 後來還有公害及礦區頹圮…等種種問題。

二、 主要角色介紹及省思：

(一) 主要角色介紹

1. 風越信吾：

(1)資歷：通產省大臣官房秘書課長→重工業局次長→重工

業局長→企業局長→特許廳長官→事務次官。

(2)從擔任祕書課長時便仔細觀察省內同仁的個人特色，並

註記每個人適合發展的方向，希望將人適才、適任地安

排在適合的位置；人稱「通產省先生」，為日本產業發

展衝撞時代和體制，並作出了多項相應對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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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或須藤

風越信吾

玉木博文

鮎川

牧順三

庭野

片山



2. 鮎川：風越的愛將，無論是否擔任風越的屬下，都克盡己職

地為人民付出；例如遇到協助開發國產車、協調紡織廠合併

及轉型、公害問題等狀況時，都和風越亦步亦趨地解決棘手

的問題…；在擔任礦山保安局長時，冒著風雪徒步趕往礦災

地區，雖無法解決礦區火災灌水之悲劇，但取得勞資雙方的

平衡與諒解；最終卻因為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與牧順三為

同期，在牧順三得知自己不是次官人選時，還特地去拜訪並

真誠地告訴對方，對方比自己優秀並更能適任次官一職。

3. 庭野：也是風越的愛將，比鮎川更晚進通產省，俗稱「木炭

汽車」，意指一旦投入工作後就非常專注且停不下來，即使

關掉引擎還是繼續向前行。就像當初和美國電腦公司交涉生

產及專利權時，美日雙方所談的條件僵持不下，上司風越將

美方惹怒後就被逐出談判房間後，翻譯員對談判僵局感到無

奈也離開，僅剩庭野用不流利的英文孤軍奮戰和對方交涉，

邊翻著字典邊寫下自己的堅持，且表明自己如果交涉不成，

就將辭職，以表負責。

4. 池內信人：曾多次擔任通產省大臣及首相，屬國際派，認為

日本抵擋不住自由貿易的風潮，且唯有迎向這股風潮，才能

讓日本更加經濟成長。

5. 須藤：為池內信人之後任首相，也是池內信人的政敵；曾任

通產省的大臣及首相，為人親切和善，不會一一詢問事情的

細節，專心傾聽下屬的報告，減少長官給人的壓迫感和距離

感。

6. 玉木博文：與風越同期，和風越亦敵亦友，他當初被貶到至

權力核心之外的專利廳，向風越道別時，說著：「為了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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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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木屬國際派，

秉持國家必須對外開放，減少干預及保護，才能促使經濟成

長，雖和風越為不同派系，但竭盡全力為國家發展的心都是

一樣的。尤其，在推國內產業保護法之初，玉木看見自己的

缺點，願意找回自己的初衷，不再是為權力，而是找到自己

的信念做事。

7. 牧順三：他曾為追求國家的發展，利用下班時間學習法文，

也希望能到巴黎見習該國的產業及經濟，後來順利到了巴黎，

卻因當地的汙染問題和惡劣的氣候，導致身體狀況一直不佳。

因緣際會之下，回到了國內，利用在巴黎所見，和風越一同

推行經濟法案，保護國內產業，卻無奈未通過國會審議，法

案胎死腹中，個性丕變，變得冷淡且背叛風越所推行的保護

主義，因仕途上的不順，信念見風轉舵，最終也未盡心盡力

地再為通產省或紡織業做任何努力。

8. 片山：堅持工作和運動休閒必須取得平衡，熱衷於打球，被

貶至加拿大時，還說未來更有時間可以打球了。在工作上，

鮮少接觸基層民眾，認為「聽取基層意見一旦為情所動，反

會影響理智的判斷。」他屬於國際派人士，無論是在經濟立

場上的不同還是個性上，都和風越截然不同；他享受人生，

風越則屬拚命三郎型；對風越那種認為只要為官就必須擔憂

國家社稷模樣，片山更是無法苟同。

(二) 省思

1. 公務員應有的心態：

    在台灣近年來景氣不好，有許多人看中公職人員的鐵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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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入公職的行列；或者是家中具有不錯的背景和勢力，靠著

關說、請託進入公務部門，有些人進入公務部門後，發現現實

不如自己所想像的舒適時，仍不忘學習充實自己成就業務上所

需，或耐著性子做，但也有些人卻是選擇擺爛或離去。

    除了薪資穩定外，當初自己是看中公務部門在福利方面比

起私人部門更人性化及彈性，就比如請假方面就具有相當彈性，

才選擇公職，希望結婚生子後，萬一有育嬰的需要而請長假時，

不會被公司資遣而回不去職業婦女生活。

    風越曾說「我不是為了升次官而來當公務員的，我是為了

建設國家才來加入通產省的！」雖然自己加入公職是追求生活

平衡為首要目的，不如風越那般的雄心壯志，但這些年走來，

工作也激發自己的成長及追求卓越感，希望能在工作上運用所

學或發揮長才。加入公務部門係經由經建行政類科考試，雖然

考科和現在自己工作內容沒有太大的關係，但一點也不違想要

建設國家或服務人民的使命與決心，當工作上遇到不熟悉的內

容，就邊做邊學，邊做邊請益，讓自己精益求精，更加成長。

    我認為身為公務員應有的心態至少要有責任心，因為有責

任心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恪遵法律，為國家、為人民謀福利，

潔身自愛，不從事違法的行為；唯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心，才會

不間斷地學習造就自己的專業且促進團隊合作，提升整體工作

效能，進而達成公務人員五大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

效能、關懷。

2.相挺的長官

    鮎川和庭野都是風越的得意屬下，面對多重風暴一起出生

入死，記得鮎川冒著風雪隻身前往礦區，調解礦坑資方和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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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及礦區災害問題，做了極大努力還是未能圓滿任務，被媒

體批判，此時風越勉勵他，說如果自己是對方時，也會這麼處

理。

    庭野向美國電腦在爭取日本國內生產電腦及降低專利費用

時，當風越已被逐出會談房，庭野仍克盡己職，且告訴對方，

若為達成任務他可以跳樓、可以辭官，感動了對方，進而以優

惠的費用支付專利；當時在會談室之外的風越，雖然和電腦廠

商、記者都相當焦急等待消息，但內心十分相信庭野的能力，

最終也得到好的結果。

3.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從故事中，隨興不拘小節的風越，拋開禮節規範，為了達

成心中的目標，多次僭越本份，去干涉其他局處或單位的決策，

例如被貶至專利單位時，聽說國內研發的飛行器因尾翼不受控

制緣故，將摒棄國內自產的電腦，他就馬上召集相關國內各大

電腦產業，說服大家合作解決問題，讓國內自行研發的航空器

搭載自產的電腦設備，迎接奧運聖火，在國際盛事中揚眉吐氣。

    在目前公務生涯中，幾乎鮮見有長官干涉其他單位的決策，

對於橫向聯繫不暢通或看不慣的事情，似乎都是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除非必要時，長官才會向高層報告，請更高決策者協助

協調；且當今世道，不見他單位把業務丟出來給別人做就得慶

幸，更別說將其他單位的業務攬在自身上；但遵守職場倫理，

請長官協調及不僭越，可大量避免不必要且還能集思廣益，讓

事情有效處理。

三、 心得

相對於書中所描述的時代，當時公務體系像是諸子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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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用心地以自己所學為民奉獻，無論是國內派或國際派，都擁有

一顆希望日本更加進步更好的心；在故事中雖然有民眾抗爭和反對

的局面，但文官盡其所能調解，不單單一昧地以民意為基礎，例如

當時只開放少數家彩色電視機的製造廠商，當局為了避免同業間激

烈競爭而大家都倒閉，且有些不在名單上的廠商極力抗爭，一再希

望增加特許家數，雖然當局最終仍沒有增加家數，但換一種方式，

將有相關技術的廠商輔導轉為生產電腦，而開創日本的電腦產業新

紀元。

數十年前的台灣亦是如此，除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有著

名的十大建設外；在李國鼎先生任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期間，推

動中華民國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一直積極參與國家重要經濟決策，

在我國經濟和財政上有顯著貢獻，為「台灣經濟發展奇蹟的締造

者」，在國際上被尊稱為「KT」（李國鼎英文名字的縮寫），造就

他的個人生命歷史與台灣經濟發展史緊密相結合；另李國鼎先生在

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時，成立了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確立台灣

高科技產業發展政策，次年新竹科學園區隨之成立，係我國高科技

產業發展的幕後推手，素有「科技教父」美名。可見有遠見的決策

者及努力執行政策的公務員，促使國家長足發展。

而台灣公務體系目前過度地倚賴民意，無法堅持政策，隨人民

意見風轉舵，甚至是換一個位置就換一個腦袋，本來正確的決策隨

民意起舞後，讓政策變得窒礙難行，最終難逃被民意否決的命運。

例如遊覽車年齡限制，先前因陸客團曾經發生過數次的重大車

禍，而以車齡年限做為規範，但經過遊覽車業者不斷地反應，交通

部觀光局自105年 3月起取消搭載一般及優質陸客團遊覽車必須在

12年以內的限制；進而引發外界認為是「放寬」校車、娃娃車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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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限制，質疑校園用車安全是「開倒車」。

四、 結語

    對於工作過度投入，無法於工作和生活中取得平衡值得嗎?故事

終局風越的兩個得意部屬-鮎川和庭野都積勞成疾，健康亮起了紅燈，

且鮎川還英年早逝；反觀風越最不欣賞的片山，因長期重視工作和

休閒的平衡，有機會生存下來，成為新一代的精英，是「劣幣驅逐

良幣」嗎?不，是除了感嘆外，更應當作一種省思！

    我認為在工作上毋須賣命但至少要敬業，也就是要做到須藤大

臣對片山所說「定量的將本分內的事情做好就好。」

    究竟何謂「敬業」?朱子認為「主一無適便是『敬』」；梁啟超

在敬業與樂業一文中，則認為敬業便是把勞作做到圓滿，並引用莊

子「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及論語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

    在現今社會上，企業界老闆老是希望員工都能像庭野一般，任

勞任怨，因公忘私，但現實生活中是無法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

草，每個人必須適時地休息，才能有效率地工作。

    為何風越可以如此地投入工作，且為了自己的理念一直衝撞體

制呢?或許是「樂業」，就是達到梁啟超認為的「凡職業都是有趣味

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

    願自己能夠敬業且樂業，專注自己本業，且樂在其中，做中學、

學中做，將工作與興趣結合在一起，樂此而不疲！

8



參考文獻

一、專書

李國鼎(1978)。臺灣經濟快速成長的經驗。臺北市：正中出版

社。

城山三郎/許金玉譯(2015)。官僚之夏。台灣：新雨出版社。

胡楚生(2012)。新譯論語新編解義。台灣：三民出版社。

梁啟超(2011)。飲冰室合集。台灣：中華書局。

劉素芬(2005)。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李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

的制定與思考。台灣：遠流出版社。

二、學位論文

吳宏志(2003)，李國鼎對台灣經濟發展之政策影響力。國立台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