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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士  

 

 

「政府就是要拚經濟顧民生啦！別整天只會搞意識型態和喊口號…」，這似乎已是

近年來最常聽聞的小市民心聲，透過選舉時候選人、電視政論節目名嘴、計程車運將

、大樓管理員或傳統市場攤販之口散播流傳，形成可調控制約人的庶民主流文化，把

滲透進生活每一領域，成為市場優先的重商主義，使金錢價值取代其他的人文價值，

甚至成為沒有金錢買不到的東西之「惡運之地」──財富積累而人民卻腐敗衰頹。 

還好，隨時反思當前時代文化的哲學思考者總會從非主流的、少數的、邊緣的角

度後設的反思不同價值，有沒有錢買不到的東西就有《錢買不到的東西》（麥克‧桑德爾

著，雅言出版，2010），這般珍貴的逆向思考可作為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裡批判思考學習目

標的好教材。 

例如，當我們的民主選舉有人高喊「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而高票當選時，我們

該如何讓學生看見政府「拚經濟顧民生」之外的角色和責任？又如何讓學生不被這樣

的主流文化制約成容易被「發大財」催眠的弱智化選民？我們有無可能藉由「拚經濟

顧民生」來反思：拚的是甚麼型態的經濟？具體目標是甚麼？又如何達成？達成以後

的經濟成長與開發的利益如何分配？由誰分配？分配的正義是否正義？即我們有沒有

可能在選舉高漲的熱情之下在課堂上教室裡反思左右派不同的經濟主張？有沒有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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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產值與就業機會之外的經濟開發政策與建設？ 

政治議題消費化為可計價商品的語言與思維會在各種傳統與網路社群媒體傳播，

也會成為生活的話語。例如可反問學生該如何扭轉現在以更長的工時彌補短少的收入

和更激烈的競爭？問問他們是跟著喊「發大財」會發大財還是立即調高基本工資、時

薪與加班計算準則能讓錢落袋──尤其是自己的口袋？問問他們由北到南由大成到小

鎮的觀光夜市經濟究竟是照顧了誰？又這種夜市產業付出怎樣的成本？帶來怎樣的文

化與剩餘價值？那麼，要問問政府該在哪些的財稅政策與經濟開發投資上進行調整，

始能真正讓包括你在內的國民獲得持久且穩定的利益？ 

為了達到這樣逆向的擒判思考教學目標，我試著以近年來在年輕人盛行並在大學

校園周遭蔓延增生的夾娃娃機店為例，請學生設想。 

1.這產業興起流行的產業投資環境背景為何？ 

2.具體調查以理解這產業的投資與獲利條件？ 

3.具體調查與評估這產業長期經營與失敗的可能？ 

4.追蹤產業產品種類與顧客長期持有的可能？交換商品流通成本與最終去處為何？ 

本教案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反思此熱門產業背後的經濟環境背景與政府角色，要學

生在評析後理解不管是要「發大財」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與代價──而且，有些成本

與代價是一時間看不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