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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最近茶餘飯後的談話大多圍繞著餿油假油和香港占中兩個話題，前者牽涉到有名的大

企業賺飽黑心錢，罔顧全國民眾健康，致舉國譁然，群起抗議抵制；後者則是香港學生

和民眾爭取普選的運動，警民對峙多日，難以化解。由於事關香港前途和一國兩制的實質演

變，未來的發展不只臺灣關心，全球都十分矚目。

這兩件事雖然性質完全不同，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或稱庶民）的心中，對於社會不公

不義所造成的剝奪感可能是不滿和怨懟的來源。就臺灣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來看，絕對是

賺錢主導的極端資本主義之惡例。資本主義的經濟思維固然鼓勵奮發進取的精神，但是也助

長了人的貪婪本性，如果政府的公權力無法制裁違法的生意人，就會造成企業家無止盡、不

擇手段追求利潤。倡議資本主義者總是強調自由市場像一隻「看不見的手」，鼓吹市場機能

促成供需調和，將資源作更佳的利用，且競爭之下提升生產力，自然增加了國家和個人的財

富。但是人性的貪求無厭弱點若不加以節制，不肖商人或企業家往往就以自身利益為最高指

導原則，忽略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政府若不能對少數不肖份子繩之以法，市場本身也無法制

止這類的惡行，一般民眾的權益就成為剝奪的無辜受害者。

再看香港占中事件，香港的國民平均所得算是世界上較高的地區，但是根據聯合國和一

些國際組織調查，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在世界上竟也名列前茅，令人驚訝。這次占中雖以普

選為訴求，真正的起因難免和年輕人生活辛苦、前途黯淡有關。過去幾年大陸雖然積極協助

提升香港的觀光，幫助香港度過金融風暴造成的經濟不景氣，但是經濟成長只讓富者更富，

另外大陸富人在香港炒房地產，也使一般領薪階級更難生存，不要說買不起房子，連租屋都

是沉重的負擔。

全世界貧富不均並不限於香港，最近受到普遍重視的一本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

論》，法國籍的經濟學教授皮凱提，他蒐集資本主義先進國資本累積與資本所得現象，發現

除了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外，這些國家的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當資本所得的成長

超過勞務所得的成長，社會的所得差距拉大，階級的對立也日趨嚴重，近年來風起雲湧的各

種民主運動不能不說是這些因素造成的，作者呼籲應該重視可能的負面影響。

過分樂觀的經濟論點
在皮凱提這本書的引言中提到：樂觀的經濟學者根據顧志耐的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經

濟高度發展的國家，不論這些國家採取何種政策，又有哪些特殊國情，所得不均的現象都會

自行逐步縮小，最後達到一個穩定而可接受的財富分配平衡。資本主義信奉者大多相信水漲

船高的理論，主張先讓一些人富有起來，就能嘉惠其他人。臺灣確實也是戰後經濟繁榮的受

惠國家，我們對於白手致富的企業家多半存著既崇拜又羨慕的心理。經過多年來對金錢的追

逐，有錢的企業家成為媒體吹捧的寵兒，不論他們是真正憑本事走正路成功，還是靠讓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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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的手段成功的，似乎只要有錢就是贏家。社

會欠缺對企業批判的功能，只以財務指標評斷企

業，縱容了不肖企業家的膽大妄為。

有許多民眾把過錯歸於政府無能，但是這也

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近10年來全世界的政府似

乎對許多關乎人類社會公平和公義的事都束手無

策。以貧富懸殊的問題而言，企業和富人節稅和

避稅手段日漸高明，讓政府很難藉賦稅縮小所得

差距，在這方面，不僅臺灣，全世界大多數國家

的政府已經明顯失能。唯有靠全球領袖聯合約束

企業和富人，才能發揮政府的功能。除了避稅所

造成的問題外，皮凱提特別分析了最近十幾年所

觀察到的少數人「超高薪資」現象，他批評華爾

街高階經理人坐擁超級肥貓的待遇，這樣的超高

薪資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臺灣雖

然也開始建立公司治理的機制，以筆者觀察，成

效仍不明顯，我們的貧富差距也將日益擴大。

社會的失靈
在20世紀初，美國曾經因為資本主義快速普

及，造成企業壟斷和勞資衝突，甚至引發暴動，

後來引起學界和政界的辯論。到底企業應該以股

東利益為最高經營原則，還是應該兼顧社會責

任？兩種主張至今都還壁壘分明，羅斯福倡議的

大社會把美國帶進一個福利資本主義社會，而雷

根則藉供給面經濟理論給予企業更多的自由，政

府的管制大幅度減少，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策在

兩個不同的思維間擺盪。前美國副總統高爾所著

《驅動大未來》一書中，毫無保留地揭露美國企

業界買通國會議員，制訂有利企業的法律的事

實，可見民主政治絕非必然崇高，也不是社會問

題的萬靈丹。臺灣過去由威權政府統治，企業還

有許多管制，近年來實施民主和普選，經營環境

日趨開放和自由，企業運作難免也介入政治。若

無特別努力，也將步上美國後塵。這次的食安事

件已經反映了企業貪腐和政府失能的嚴重性。

不論企業貪腐或政府失能，對於人類社會的

福祉都將造成重大傷害，做為社會一份子或國家

主人翁的成員，我們都不能置之度外。如果連最

後社會道德和公義機能都沉淪墮落，將是人類社

會衰亡的前兆。全球關心人類永續發展的有志之

士已經觀察到社會可能的失靈現象，我們有必要

採取各種社會行動，以創新的觀念和方法重新建

構社會，檢討企業和政府的角色和責任，強化具

公義色彩的民間組織，倡導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社

會企業，解決諸多社會問題，讓社會重新看到正

向的力量。作為消費者，我們應該更積極監督企

業的社會責任，好的人才堅持不要為沒有道德良

心的老闆做事，惟有社會啟動這樣的力量，我們

才能看到光明。

黃河明小檔案

30 年以上資訊與高科技領域跨國企業管理實務

15 年以上政府重要經濟科技發展委員會委員

現    職： 悅智全球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

學    歷： 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學士

經    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

  惠普科技（HP）臺灣區營運總部董事長暨總經理

  惠普科技（HP）泰國分公司總經理

  惠普科技（HP）執行副總經理

  惠普科技（HP）行銷與服務副總經理

專長領域： 跨國企業經營與管理 / 數位行銷通路策略管理 / 組織佈局與策略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