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保與產業兼顧的

生根深耕
台塑企業文物館

台灣在 1980年代邁向全球化、大幅降低關稅，取消進口
管制、匯率自由化與開放金融業及環保運動 (環運 )興起的年
代，經濟上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外匯存底加速累積，導致與

美國貿易摩擦加劇、物價與新台幣面臨大幅升值壓力。1985
年 9月 1美元兌換新台幣 40元左右，因台美貿易逆差擴大，
在美國壓力下，中央銀行採緩慢升值方式，1989年 1月升值
到 28元，1992年 7月升值到 24.5元，這樣大幅的升值對台
灣出口導向的產業，尤其是勞力密集的出口產業，帶來很大

的衝擊。為導正總體經濟失衡，政府宣布實施「經濟自由化、

國際化與制度化」重大政策改革；創辦人也認為產業界應改

以積極主動的作風，迎接自由競爭的時代來臨，企業主應建

立正確觀念，走自己的路。

台灣的環運萌芽於 1970年代中期至 1985年間，訴求是
以生態保育為主、反公害為輔。在 1985至 1988年這段環運
快速興起的時期，重要的環保團體紛紛成立，為數眾多的「自

力救濟」事件，對台灣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引發了台灣

社會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孰重的省思和辯論。環運在 1987
年 7月，政府解除戒嚴令的前後數年內，被視為挑戰政府公
權力的力量，經由環運的洗禮，民眾的環境意識及參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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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意識和權利大為提升；政府的環保行政近年來也有相

當程度的強化，業者也開始注重環保形象。為因應反公害抗

爭風起雲湧的社會趨勢，中央政府在 1987年提出了「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的「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

並設置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隨後各級地方政府也設置

了環保部門。創辦人認為必須先從「革心」作起，也就是思

想觀念先要改變，凡事實事求是，謀求合理化，這是任何現

代社會處事的不二法門，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是相輔相成的，

必定要堅持一步一腳印去貫徹，生根、深耕產生實效。

在 1980年代中後期至 1990年代前期，台塑企業宣佈六
輕計劃設立於雲林縣麥寮鄉、成立台塑石化公司，從事油品

煉製及行銷，在美國德拉瓦州分別成立台塑美洲公司、南亞

美洲公司，企業雖朝著穩健的腳步邁進，但在這期間景氣有

好有壞，對於企業營運難免產生若干影響，創辦人回顧整個

國家社會的進步與缺失，強調在謀求改革的過程中，亦要顧

及現實；憑藉勤勞樸實的心態與追根究柢的處事方式，逐步

建立集團永續的根基。因此，創辦人寫下了「走自己的路」

與「生根深耕」兩本書，冀望藉由當時政治、經濟、環保等

方面遇到的議題，以勤勞樸實的任事態度、追根究柢的治事

方法，不斷深入耕耘探求事情的本質，才能奠定長遠發展的

堅實根基，進而堅定自己（企業）所要走的道路。

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

「走自己的路」與「生根深耕」文章中所闡述的時代問

題，如環保與經濟能否兼顧、工業污染是政府默許（廠商只

想賺黑心錢）、工潮與抗爭及環保運動等經由某些沒有實務

經驗的學者所做出膚淺分析，讓社會瀰漫不正確的觀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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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很不以為然，他認為若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深入探求，

則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並非兩難。企業從事工業生產，本來

就應該有完善的設備，才能達成良好的生產效率，並且確保

品質，如果在生產過程中造成污染，即是績效的損失，並且

影響工作人員情緒，降低工作效率，若企業不懂得防治污染

有益於環境保護與其生產績效，任由污染問題發生，這是因

為忽略應該做的事情所導致，並非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間

有兩難的本質存在。

創辦人常提一個經濟與環保並存的例子。台化公司於

1973年投資福懋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為賴樹旺先生，
創辦人在與他合作前就和他認識，賴董事長常邀請創辦人去

參觀他經營的農場。經創辦人的觀察發現，賴董事長對經營農

場十分用心，不僅對於農場裡的一草一木瞭若指掌，並且他

在農場裡養了一些牛，把牛糞用在農地裡，不僅充分利用了

牛糞，同時也改良了土質，做到了兩全其美。後來在福懋公

司的工廠投產前，賴董事長在工廠裡種了 2,000多棵椰子樹，
不但美化環境，又可以收穫果實，甚至賣椰子的收入還可高

達 600多萬元；他同時也飼養了 130多頭豬，每天屠宰 1頭
供應工廠伙食之用，工廠開工好多年都不需要向外購買豬肉，

且每頭豬約可賺取 4,000元，還讓工廠每個月能有 10多萬元
的收入。而工廠餐廳的餿水也不浪費，回收用來飼養豬隻，

且豬隻製造的糞便甚至是屠宰後所有的殘餘物，用來做成肥

料，使得工廠的一草一木都長得翠綠茂盛。由此可知，一項

產物是黃金還是垃圾，端看人如何發揮自身智慧去運用。

我們知道經濟與環保的基本目標都在創造生活的福祉，

因為發展產業與經濟的基本目標，是在創造良好的生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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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的生活環境則是民生福祉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環保與

經濟成長兩者間應該並行而不悖，實際上也應該可以經由正

確的途徑努力達成，重要關鍵在於我們對此議題是否具備充

分的共識，於企業，能符合政府設定之管制標準、於個人，

做好自身環境之保護。

深耕方能生根，並走自己的路

創辦人於書中再次回顧了他剛開設販米店的情景，為了

要讓顧客感覺滿意、樂於前來光顧，除了設立客戶需要買米

日期的控制表外，也一一登記了每家用戶的領薪日期，用來

配合送米及收款，為了服務客戶做好生意，認為必要掌握客

戶需要叫米及方便付款的日子，沒有想到由此追求實際需要

的一點小小構想，竟能做為起步的基礎，逐漸擴充演變成為

事業管理的理念，到今天台塑企業各項管理制度的基本概念，

可說都是起源於此，並且取用其精神來加以制訂的。

所謂「謀事在人」，創辦人不斷地藉由不同的案例讓我

們瞭解「態度」的重要性，「態度」是突破企業經營極限的

最好工具，一個人的態度改變，是一個企業的經營極限，而

一群人的態度改變，則是整個社會的發展極限。創辦人的處

事態度與個人特質也形成了特有的「台塑企業文化」，不僅

奠定了公司的經營宗旨與管理制度、員工的價值觀念與行為

準則，更是推動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

從開設米店、磚瓦廠、經營木材行到塑膠工廠，創辦人

白手起家的創業精神與做事態度，以及台塑企業在事業發展

過程中實際遭遇的困難、阻礙以及不合理待遇，這些經歷，

正足以說明台灣初期工業舉步的艱難。雖然社會型態必定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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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代進步而有所轉變，但是創辦人堅信，即使在如此困頓

的處境中，只要我們咬緊牙根，努力克服，建立穩固的企業

基石，還是可以衝破難關，謀致成就，並朝向自我設定的前

景邁進。

經營管理不分四季

創辦人以耕耘比喻企業經營，農事耕耘要配合天時運轉，

但企業經營卻無春夏秋冬之分，不但必須隨時隨地針對問題

謀求合理化，點點滴滴累積，還要經由持續改善追求止於至

善，這樣才能體悟自己未來要前進的方向與道路。就如同儒

家的經典《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止」就是人生的目標，知道所

要到達的理想境地，才能立「定」志向，「靜」下妄心，居

處「安」穩，思「慮」周詳，「得」到至善的境界。不知「止」

的人，只會漫無目的地隨波逐流，東漂西泊，最後光陰耗盡，

一事無成。所以當我們面臨困難與磨練時，不妨暫時停下腳

步，重新自我審思後，再向前跨出穩健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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