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狀元」相信�句話在從⼩便置�於東⽅社會⽂�價值��陶下的我們應該都不陌⽣�雖�已�

別於�往「���下品�唯�讀書⾼」之獨�知識型⽩�⼯作之���表⾯上看�⿎�⼤家�元�性

發展�但卻改變不了扎根於�⼈⽂�中⽗⺟�希�下⼀代�成�變鳳之殷殷期���求出⼈頭�的意�

��不�乎是為了�讓孩⼦�上更�的⽣活�可�免於受�受難�實乃⼈之常��⽽作者卻在⼀�瑞典

的�友�會上��⾒瑞典孩⼦在眾⼈⾯�⾃豪��出⾃⼰平�成績是��平��那��驕�且�真的語

��在場的⼤⼈們不但絲毫沒�嘲�的意思��⽽關切�和孩⼦討論其所喜�的科⽬��平�從事的活

動�⽽�作者�⼼直覺�應所期�的「才平��什��驕�的」�回應���孩⼦所��得的成績�

字�瑞典⼈更重視�字��的那個活⽣⽣存在的個⼈��樣的⼀件細�⼩事就⾜��明其價值��⽂�

是�何影響其整�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的制度設計�建⽴�

當個普通人也很自豪
⼈事室  紀棋茗

相信對於很多臺灣⼈⼀聽到瑞典這遠在靠近北極圈那天寒地凍、⼀⽚雪⽩中，與台灣這個每到夏天

氣象預報就變成紅冬冬⼤蕃薯完全不同的北歐國家時，第⼀時間⼤多聯想到那藍底⿈⼗字的國旗圖

騰以及每到假⽇時顧客就絡繹不絕上⾨、有著充滿溫暖簡約⾵格的各式家具以及販售總是讓筆者垂

涎欲滴的歐式⾁丸名店―IKEA，對於構成瑞典這個名列世界幸福國家前段班的⼈⺠、⽂化、⽣活

及政治等各式樣貌⾵景，與時時刻刻我們所⽣活的臺灣究竟有何異同，直⾄打開書本的前⼀刻筆者

都未曾瞭解⽐較過，在此透過作者親⾝在瑞典⽣活過的所⾒所聞加上筆者⾃⾝拙劣的筆觸，看看這

⼀樣同為⺠主國家的北歐國家，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學習的地⽅吧〜Let’s go！！



1. 共同��之普世價值�

根��計�瑞典的⼯會普�率⾼�70％�就��師���⼈員��乎都�專     屬於⾃⼰的⼯會��乎

⼈⼈都是⼯會成員�⼒量�常強⼤�⼯會��主之間的協議��了絕⼤���動⼒���協議�常包括

⼯��⼯作�間�休假和⼯作環境��除了⼀�常⾒依法賦予⼯會的�⼯���判���瑞典更訂定

「共同��法,MBL（Medbestämmandelagen）」，�⼀法規之訂定確�了在⼯作組織中本就傾向�理�

層的�利�位中���法律�障�場上的所�重⼤改變���中員⼯的意⾒都�被���⾒考量��讓

�者��的是在瑞典竟�上⾄�理�層的⾯試�⽤�下⾄�書�的���⾊�變動��都是可�被討論

的議題��在同為⺠主國家的臺灣實在很難想��書中作者提�朋友�去應��書�員����竟�參

�⾯試者包��其未來即�服�的對�學⽣在��並從學⽣的�點�視⾓提出其對於該��的想��問

題�另�作者的��在���書��理者��亦僅因擅⾃�定更������⾊�庶�政���到平�

負責維���的員⼯登⾨拍�抗議��變更�衍⽣不易��維�的問題��⾄揚⾔�續�是因�衍⽣的

加��費⽤��理�層⾃⾏�收負責��樣理直�壯的個⼈意⾒表�竟是瑞典�場⽇常���東⽅社會

的組織強���利益��重���維�和��價值⼤相徑庭�現�臺灣為促��⼯團結�提升�⼯�位

�改��⼯⽣活��制定⼯會法明⽂規定�⼯��組織�加�⼯會之�利��實�臺灣企��產�⼯會

組織率��[1]�顯�我國之��提升仍�⼀段�⻑之路�⾛�

但你可能不相信在將近100多年以前，總給⼈幸福國家印象的瑞典，也曾經⾯臨貧富
差距嚴重、無論男⼥或兒童每⽇⼯作時間⻑達⼗多個⼩時，在極度貧窮毫無保障⼜
饑寒交迫下，四分之⼀數以百萬計的瑞典國⺠被逼上了前往美國的船隻，只為了能
稍有尊嚴地活下去。正是此⼀現象讓過往不知⺠間疾苦的瑞典⾼層也開始思考解決
問題並尋求改⾰的契機，⼀步⼀步地將本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獄透過北歐式社
會主義打造成現在⼈⼈⼼嚮往之的「幸福北歐」，這樣的幸福國度並⾮⼀蹴可幾但不
是絕無可能，以下就幾個例⼦實際說明帶領⼤家⼀窺這神奇的幸福魔法：



3. �求幸福定義的�度�

在臺灣傳�⼤學志願�填上���學⼦���的志願⼤�為�科����理⼯�域科

����其成因不�乎考量其未來於就�市場上求�的難易度������的⾼��⽽

��先考量�個⼈的志�是否吻合�和其�國家相��瑞典��和⽩���的⼯作者之

收�結構較為�平��並不表�瑞典否�社會��存在的事實�只把每個⼯作都�其存

在的價值作為⼝��⽽是誠實�去直視問題����⼯組織的確實�⾏�讓各�層�⼯

得�在⼯作�件���������⽅⾯爭�合理的�步�

2. 公⺠社會之具體展現：

前⾯提及瑞典在勞權保障部分透過「共同決策法,MBL」等⽴法強制規範，此係因植
基於其國家政體所採⾏之社會主義使然，這樣的制度能順利運⾏，著實歸功於其公
⺠社會在各⽣活層⾯的具體展現，公⺠社會是由擁有同⼀⽬的、價值、利益的⼈們
所組成。他們既⾮政府、也不是營利公司，其介於公私之間，包括⼯會、⾃治會、
⾮營利組織等。公⺠社會是讓⺠主價值滲透到社會各個⾓落的重要概念，各式議題
⼈⼈皆可公開討論與參與決定，⼤家無論事情⼤⼩，都藉由認真地參與公共事務來
影響切⾝環境，除了⼯會外，瑞典在租屋市場成⽴租屋房客協會之⾮營利組織，專
⾨協助將近三成⼈⼝的租屋客，包括學⽣、銀髮族、未成家的年輕⼈、處於⼈⽣過
渡期的⼈等，在⾯對佔有優勢地位的房東，提升其整體居住條件和⽣活品質的改
善，並透過會員費⽤的收⼊，聘僱專業⼈員提供法務諮商、針對住房議題進⾏深度
研究，以及對政府機關進⾏遊說、草擬法案等；在住宅⽅⾯，更有「住宅居⺠⾃治
會」之居住形式，在這樣的社區購屋只是買下個別居住空間，⽽整個住宅區則是由
全體居⺠每⽉付費⽀持居⺠⾃治會共同管理經營，從⽔電管線、停⾞場、公園到休
閒娛樂活動無所不包。在⼤型社區中甚⾄還劃分為建築、園藝、安全、活動等不同
部⾨，儼然是個⼩型政府，從⽣活中就開始培養⺠主政治的涵養。它⼭之⽯，可以
為錯，值得近期公⺠意識抬頭、房價居⾼不下的臺灣深刻省思。



�往在⼯��代�個⼈完�執⾏�佳�就��成績效卓越�⽽�國哈佛�理學院�授提

出在知識⾼度密�的AI智��端�代�⾼效率��協作�共��⽽�被忽略的績效�素

是團隊中沒�⼈�出⼝的「⼼理���」�⼼理����的是�組織成員相信⾃⼰不會因

發表了想法��問�關切�乃⾄犯錯�⽽受到�罰�侮�或報����研�更發現企�

會�淪�往往不是受�於�在的挑戰�⽽是源⾃於�部�法即�發現錯��從錯�中學

��並且改正���⼈⼯智�的發展�未來⼯作�更�中在���意的�⽅�富�⼼理

���的�場⽂��為組織�來兩⼤���

當今資本主義經濟為世界經濟運作主流模式，在弱⾁強⾷的叢林法則下，「winner
takes all」似乎是再⾃然不過的定律，但也讓無數⼈因此陷於貧瘠、奴役、壓迫、
不公義之中。瑞典⼈正因過往⼈⺠⼤批遷離的歷史，深刻反省後改為追求讓更多的
⼈能得到幸福，⽽這樣的幸福基調來⾃於兩⼤元素，「安全感」和「⾃尊」，即不以
物質享受為評價的唯⼀標準，能免於恐懼憂慮地活著，也是幸福的⼀⼤指標。這樣
的⽣活態度除了在現⾏強調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共融價值的
社會⽂化上愈發受到重視，於當今職場上合作與創新決定成敗的國際世界中，過往
傳統認為擁有聰明能幹、企圖⼼強的⼈才不⾒得就能有⾼績效表現，更重要的是必
須讓有能者能不怕犯錯地把付出知識、卸下⼼防與⼈合作，才能在快速變化中找出
新路徑。

 ⼼理�����放個⼈和��才�����元�⿎�包容性�建⽴�屬��成員才  

�主動���⼼�貢�想法�

 ⼼理���是成功團隊的重����根�哈佛⼤學�⾏的相關研��楚�出�⼼理

���度較⾼的組織在�乎所���上的表現都更��

根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預估，在明年（2025 年）我國將正式進⼊「超⾼齡社
會」。「超⾼齡社會」的定義[2]是「65歲以上⼈⼝占總⼈⼝⽐率20%」，⽽此⼀現象
以並⾮臺灣獨有之社會型態，世界各國均須迫切⾯對這從未發⽣過的社會現象以及
隨之⽽來從科技、傳統產業到社福、醫療、教育、勞動等相關政策都需要重新思考
並配置資源，影響所及不僅是銀灰世代，還有中壯和年輕世代都須共同承擔新時代
的到來，無論是從強調個⼈到重視群體、從職場⽂化到國家政治，如何能讓最多⼈
得到最⼤限度的幸福，筆者認為⾝處幸福前段班的北歐瑞典，或許正可以提供當今
紛擾不已的臺灣社會另⼀種不同的視⾓。



[1]參⾒⽴法院�球�訊���動部主�110年度單位預�評估報告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

nodeid=44306&pid=204878

[2] 參⾒國家發展�員會�站�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2688C8F5935982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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