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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1/3) 

 這本書的書名來自英文的 low hanging 
fruit，形象是從結實纍纍的樹上垂下，
毫不費力就能摘取的果實。 

 

 全球化的時代，相對落後的地區只要引
入外資和技術，就能和青春期的孩子一
樣迅速，但並非毫無極限的成長；等到
這些經濟成就達到一定階段，相對的停
滯就會來臨。 

 

 

 

1962  



壹、前言(2/3 ) 

 顏擇雅專文：「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單純，
就是受不了大家在唱衰台灣。」，是為
陷在悶經濟的所有台灣人，特別是年輕
世代的人而寫。 

 

 台灣已經到了經濟不能靠拼出來的階段

；中國大陸的高速成長正是因為他們還

在摘家中低垂的果實。 

 

 



壹、前言(3/3) 

 面對中國只要抱平常心，看到富強之處
就不會自慚形穢，看到落後之處也就可
以理解。 

 

 台灣來說，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
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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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15) 

一、小確幸不該是沙漠(1/3) 

 作者引用小確幸出自於村上春樹與安西水丸（あんざ

いみずまる)合著、於1996年出版的插畫散文集「尋

找漩渦貓的方法(うずまき猫のみつけかた)」書中。 

 

 村上春樹在小說裡這麼說：「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

我認為人生只不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已。」。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2/15) 

一、小確幸不該是沙漠(2/3) 

 一種主流論述（特別是來自財經界）認為台灣年輕人

太小確幸，只向內看，只想開咖啡店、蹲在社區、做

小東西；而真正志氣的青年，應該要走出去，不論是

去中國還是去西方。 

 

 「小確幸」確實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與青年世代的關

鍵字 ，也是台灣發展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這意謂著

，小確幸的現象是大人們造成的惡果，被擠壓的「魯

蛇」世代只能選擇那些微小幸福。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3/15) 

一、小確幸不該是沙漠(3/3) 

 小確幸世代其實更代表台灣社會的前進：他們比父輩

們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他們不以競爭力、賺大錢為最

高價值，而是寧願選擇更能實踐自我的工作。 

 

 許多農業工作者、社區工作者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

──他們是真正國際視野、在地實踐。更有許多民宿

或生活小店的經營者是走過地球許多地方，然後回到

故鄉，開啟了他的夢想。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4/15) 

二、狼性不是解方(1/3) 

 「狼性」，指的是將狼的內在性格之野、殘、貪、暴

，化為狠勁拚搏、義無反顧的文化，用以追求企業版

圖極度擴張、或是個人的薪資(paycheck)成長。目前

狼性的代表企業，首推華為。 

 

 有人說現代人只追求「小確幸」，心裡沒有大目標，

和對岸相比，台灣似乎顯得太沒「競爭力」，太過溫

良恭儉讓。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5/15) 

二、狼性不是解方(2/3) 

 已經過了高度成長、典範轉移甚至不只一次的經濟體

來說，拚，不一定等於有成果。 

 

 新的策略、思維、創意，才是跨越悶經濟的成功要件

。do the right thing 遠比 do the thing right 更要緊，以

創新的精神，積極與外界連結，與其他富有創新的事

業共組區塊鏈、共享產出能力，這才是開創新局的第

一要務！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6/15) 

二、狼性不是解方(3/3) 

 狼性目前是摘得到水果的，將這種性格推演到歐美甚

至台灣卻不盡然管用，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也將發

現狼性所能摘到的水果摘完了，到時必然會有另外一

種○性出現。 

 

 顏社長倡議：為政者或握有資源的人更應該「激發出

年輕人的熱情與使命，為他們指出方向，本就是資源

擁有者不該逃避的責任」的觀點。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7/15) 

三、平常心看待人才赴中(1/3) 

 阿里巴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目前他絕對是最成

功「台幹」，只能說他是在最正確的時間，加入最正

確的公司。 

 

 電商在中國有辦法迅猛發展，一來市場不對外開放，

二來是人口眾多，三來是實體零售落後，這些條件無

一是台灣可以複製的。外資都覬覦中國的網路商機，

卻只能投資中國本土企業。(P.141)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8/15) 

三、平常心看待人才赴中(2/3) 

 湖南衛視《天天向上》捧紅的藝人歐漢聲(歐弟)，是

因天涯論壇上一句「歐弟不紅，天理難容」，才從中

國紅回台灣的。 

 

 他的經歷卻也有值得台灣振奮的一面:為什麼十三億人

出不了一個歐漢聲，台灣百無禁忌，才適合培養模仿

藝人。歐漢聲雖不是台灣捧紅，養分卻絕對來自台灣

。(P.143)。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9/15) 

三、平常心看待人才赴中(3/3) 

 作者不否認中國確實有很多機會，問題在於：為什麼

那麼多人要去中國？她把中國當作台灣的照妖鏡---台

灣電視生態季醬缸又封閉。 

 

 顏擇雅說，用「台灣眼光」看中國很容易陷入迷思，

覺得飽受威脅，但台灣問題沒有中國大。「台灣應該

要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帶來的挑戰、看見自己的問題。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0/15) 

四、什麼是國際觀？(1/3) 

 本書當中篇幅最長也是成文最早的文章，起因於幾位

教育界的大老，用「缺乏國際觀」來痛批年輕人的見

識淺薄，目光短淺。(後記：2004/05年) 

     李家同：「大學生，錯把戴高樂當樂高！」 

   洪蘭：「聖地牙哥，不只是智利首都更是美國的一個郡！」 
 

 大老自擬問題對「國際觀」的代表性，在腦袋中塞進

一堆史地名詞，並不能提升我們觀看國際問題的視角

，這些大老所推崇的老派填鴨式教學，或許是扼殺學

生思考及想像的頗大因素！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1/15) 

四、什麼是國際觀？(2/3) 

 成績優秀、英文頂呱呱的台灣學子，常發生在ＭＩＴ

面試中，嚴重欠缺國際視野。 反映出填鴨教育僵化心

靈，青年缺乏主動探索的能力。 

  

 聯考時代唯一的教科書來源還是「國立編譯館」；「

背多分」；「棒下出英才」當然完全激不起學生學習

的熱情，甚至讓學生打從心底的討厭歷史、厭惡地理

！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2/15) 

四、什麼是國際觀？(3/3) 

 「本土化」與「國際觀」更不是如大老所說，處於天

平的兩個極端！國際史」中世界各國對福爾摩沙的影

響，正如台灣的「三貂角」也是一個西班牙人命名的

「聖地牙哥」（全世界有一百多處「聖地牙哥」）。 

 

 「本土即國際」的觀念中，我們不該守著支離破碎的

死知識，不能被刻板印象所囿，在去中心化後，才能

真正以史為緯、以地為經，用宏觀的角度來思考整個

國際的全局觀點。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3/15) 

五、為什麼超時工作？(1/3) 

 台灣的工時為何那麼長，一大原因是，企業誤把工時

長短當做熱愛工作的指標；還有一個可能的理由，就

是企業想要節省人事成本。或有準時下班的人，會被

長官認為不認真。 

 

 工時超長的代價絕不僅是健康和生活品質，還有心態

上的未老先衰，將工時超長列為人才外流的主要因素

。(台灣薪資及就業展望報告)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4/15) 

五、為什麼超時工作？(2/3) 

 作者重新思考「龜兔賽跑」這則寓言：同樣是受過教

育，為何有人進職場是烏龜，有人是兔子？烏龜進職

場後竟然以為自己可以維持慢吞吞步伐，只憑兔子貪

睡就跑贏兔子，是在做夢！ 

 

 自從有了機械，所有生產活動都一樣，決定關鍵都是

技術而非投入時間，因為人腦一天可維持高效率就那

幾個鐘頭。 



貳、專書啟示與創見(15/15) 

五、為什麼超時工作？(3/3) 

 現在是知識經濟時代，更代表知識不足，是無法勤能

補拙的。 

 

 真正有心創造價值的企業，衡量員工熱不熱愛工作，

應該是要看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積極度，而不是工

時長短。 



參、反思(1/2) 

一、別輕信酸民或依賴懶人包，學會找到  

        問題的核心 

 

真正的惡意都是來自於那些以為躲在鍵盤和銀幕背後， 

  不用對自身言論負責任之酸民不在乎的言語；懶人包裡 

  面充滿了太多偏頗或似是而非的資訊。 

 

看到一個議題時，可以有「發自內心的觀察和想法」，

專注地找出問題的核心，不要成為自身情緒的奴隸。 



參、反思(2/2) 

二、不要被表面蒙蔽，構思提出你的解決 

    方案 

 

抽絲剝繭的找出解決方案，才能更有效率的解決問題而 

 不是被問題解決。 

 

事情不只是過去單一面向的處理方式，而是可以透過像 

 是經濟、行銷、財報、文化、歷史、心理…等多種面向 

 的整合處理方式；要能夠提出多角度的解決方案。 

 



肆、結語(1/3) 

 台灣不強，但也不弱。「變局」增加了我們對未知的

恐懼，但其中也充滿著機會，台灣人不該妄自尊大，

更不要妄自菲薄。 

 

 「一為全；全為一」，需要從每一個你我的點開始發

光，只要心中有台灣，那麼表現出來的言行，自然會

圍繞著台灣；營造更康莊富麗的台灣才能保障每個國

人的安全福祉。 



肆、結語(2/3) 

 看不清「變局」的恐慌性「唱衰」，台灣從「寶島」

，變成大家口中的「鬼島」，抱持正確的「國際觀」

，看清自己的定位，也就更加的重要了！ 

 

 年輕人應該認清：根本沒有所謂的兩岸競爭力。真正

的競爭力只有一種，就是全球競爭力。」 



肆、結語(3/3) 

 台灣雖有很多問題，卻沒有比中國的問題大，也都是

可以解決的。 

 

 當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就是升級，讓自己奘載配備

更多元的優勢與能力，摘取更高的水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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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與好友們，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