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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開啟了自動駕駛模式 

《人性較量》讀後感 

藍汎偉
 

 

壹、 前言—呃加嘻的圖靈測試對話 

幸運的是，我的確是個人；不幸的是，我不見得能讓他們相信我是人。 

近日，新加坡總理夫人何晶於臉書分享臺灣援贈新國醫療口罩新聞，寫

下「Errrr...」（呃）後引發熱議。未料，日後又貼出謎樣發文，含有多個「heehee」

（嘻嘻）字眼的文字。數小時後，何晶更新內文自稱剛吃完晚餐，享受與家

人相聚的時光，朋友問她是否被盜帳號，讓她忍不住笑了，到底何晶夫人是

連想都沒想，就像自動駕駛模式，直接拋出呃跟嘻嘻訊息，還是另一場機

器與人的圖靈測試對話，我們似乎無法從發文內容臆測其深意，留下許多遐

想空間（如圖 1）。 

                                                 
花蓮縣壽豐鄉公所人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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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何晶臉書謎樣「嘻嘻」貼文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讀完《人性較量》專書，感慨人與電腦的競爭已非昔日所想，做為公務

人員該有一番創意與省思，故綜整寫作的心得架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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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寫作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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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專書詮釋—我們憑什麼勝過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I）當道，大家在閒聊中難免提及 AI，以顯得符合時尚，作

者布萊恩．克里斯汀從聊天機器人的人機比賽—圖靈測驗談起，評審分別跟

真人及電腦程式線上聊天 5 分鐘，然後判斷哪一個是真人，如果電腦能騙過

3 成評審，相信互動對話的是真人，便可視為電腦能「思考」。藉由閱讀本書，

AI 都有思考的可能性，人類是否更應思考人何以為人，重新發現自己無以取

代的特質，體現做人的可貴。茲將本書重點（如圖 3）闡釋如下：  

一、對決—侵門踏戶的 AI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製造出精巧到可思考的機器，要怎麼知道它有這

個能耐？電腦科學先驅艾倫・圖靈從 1991年首次提出 AI族群的年度盛

事「圖靈測驗」（羅布納獎）比賽，直到 2008 年時，某電腦程式僅以一

票之差敗北。2009 年，AI 侵門踏戶的關鍵時刻到來，為維護人類榮辱，

作者毛遂自薦與世界頂尖的 AI 程式對決，花費一年準備，不只是輕鬆

做自己，而是火力全開證明我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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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慌—機器人搶工作 

電腦設計原是仿人腦的傑作，沒想到隨著電腦的運算能力日漸強

大，人類在許多領域遠遠看不見它的車尾燈，AI 開始威脅，令我們質疑

起智人的「自我良好感覺」，甚至恐慌認為 AI 將搶走你我的工作。 

提摩西（Timothy Ferriss）把公司業務外包，並沒有讓他覺得負擔減

輕，因為外包人員還是諸事向他確認，本來想設定 SOP 流程，減少詢問

次數，後來他靈光乍現，外包員工不是機器人啊，覺得怎麼對就那樣做，

不用徵求他的許可，瞬間就沒有問題再進來了。我們似乎忘記什麼值得

讚嘆，你必須相信員工會思考、靈活反應，可以自行決定一些事情，否

則組織無論有再多員工，上位者工作量不會減少只會更多，諸葛亮會英

年早逝，就是因為事必躬親，超人也會想逃。 

三、跳脫—專才成為反專才 

羅布納獎剛舉辦那幾年，當時的 AI 多半聚焦研究於「專才系統」，

例如專精特定任務或技能的西洋棋程式。主辦方為讓電腦有拚命一搏機

會，限縮對話主題，就像客服電話選單的語音辨識系統中固定選項，不

是報「數字」，就是說「總機」，不然就是撂一句「幹恁老師」，不得不

說「幹恁老師」完美演繹人類跳脫窠臼的渴望，活在選擇題而非申論題

的無力感。但更糟的是，接電話的人往往也是專才系統，跟聊天機器也



  T&D 飛訊第 284 期           發行日期：110 年 11 月 1 日 

                        第 6 頁，共 18 頁 
      

 6 

沒兩樣，要是你想真正來場對話，就請跳脫人肉零件，從專才到反專才，

肯定全人的我，對太陽底下的每件事都有自己情緒想法。 

四、改變—汝不可一成不變 

善易能變真大師，喬治歐威爾在《政治與英文》書中表示，不斷重

複類似語彙的演說者，已然把自己變成機器人。當代人會輕易受誘惑使

用無義空話或陳腔濫調，就像是「手肘下永遠有一包阿斯匹靈」，尤其

是所謂為寫作者架構好的寫作模式，剝奪了清晰思考的功夫。人腦神經

元具複雜突觸可塑性，神經元開火就會改變自己與其他神經元的連結結

構，我們只要和別人混熟，生命中重要的人事，就或多或少會改變我們

的人生。人類語言永不安份，不是棋局，它沒有固定規則與必殺絕技，

它不斷在變，雲遊於一切「解決方案」之外。 

五、成果—最人模人樣的人 

2009 年圖靈測試最人模人樣人類獎得主是—布萊恩．克里斯汀，沒

錯，就是本書作者，是經過羅布納獎認證最像人的完美人類樣本。另外

令人振奮的一件事，這次圖靈測試電腦連一票都沒拿走，電腦從 2008

年只差臨門一腳，到 2009 年澈底慘敗，人類固守城池，不讓電腦越雷

池一步，維護智人尊嚴，漂亮扭轉在 2008 年的頹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3%AB%E5%8C%B9%E9%9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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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萬能的人類居然淪落到要和仿人的 AI 一決高下，曾被認為

唯一會思考的萬物之靈，在每一次的人機比賽對決，智人神話開始幻

滅，人類所擁有的智能似乎什麼都不是。慶幸的是，幻滅是成長的開始，

一招半式走天下，已不足應付多變的年代，江湖險惡，練就各門各派武

學，打破框架，那才是我們變得比以往更具人性的時刻。 

 

圖 3  專書詮釋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參、 專書評點 

一、 論述幽默平實、機鋒處處 

作者是位電腦科學家、哲學家及寫作者，報導領域以科學和哲學為

主，尤其關注科學和哲學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集。本書從人文的角度切

入，層層剖析 AI 與人的差異，筆調幽默平實、機鋒處處又饒富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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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人性複雜與變動的多向連結核心價值。隨者電腦智能的發展，迫使

人類反思，重新發掘人類不可取代的優勢，好好思考，不要讓大腦本能

的處在自動駕駛對話系統中，用最不燒腦的模式回應，雖然不用腦真的

很輕鬆，但為了維護有頭有腦的驕傲，請各位關閉自駕思考模式，發揮

人所以為人的獨特性，就像作者提到的，很幸運的是，我的確是個人;

但不幸的是，我不見得能有足夠的人味，讓他們相信我是人。 

二、 AI 的問題核心—零和賽局還是共生共榮 

工業革命的到來，機器替代更多的勞動力，工作樂趣在同質化過

程中逐漸被吸乾，人力由勞力變成腦力的勞動。AI 經歷數年的發展，

有了重大持續突破，小從交通狀況大至國家經濟，AI 逐漸攻佔我們的生

活。電影《機械公敵》中 AI 為了保護人類，避免走上滅絕之路，甚而

控制人類，更加不惜殺害人類，反映出人類對 AI 的恐懼。但目前對於

AI 的恐懼似乎劃錯重點，因為 AI 問題根源是持續進逼，不是科技帶來

的壓力，人類與 AI 不是零和賽局，就讓電腦歸電腦，人腦歸人腦，發

揮人的智慧，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建立 AI 預防機制，共生共榮，

才能真正獲得 AI 帶來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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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專書思辨—國家隊的人性較量 

樹木和灌木能生長茁壯，我也一樣，但我有才情。臺灣國家隊—公務員

除了工作穩定、有社經地位、福利不錯，在婚姻市場熱搜度頗高外，其實近

年來，公務員福利縮水，兼職限制也多，錄取名額鳳毛麟角，花費時間也不

知猴年馬月，才可以金榜題名，現在賺錢職業百百種，連水電工都比公務員

賺的多，國家考試報名人數仍居高不下，公務員莫名成為搶破頭的 304 不銹

鋼鐵飯碗，身為國家隊的我們，是否在午夜夢迴，思考過公務員的初衷與使

命？個人謹以本書—人性的較量，以階層放射思考，重新發現公務員無以取

代的才情特質，體現其獨特與可貴，思辯之內容如圖 4。 

一、思辨一：幸運的是，我成為國家隊一員 

「我對人生的基本期待是什麼？」古奧義書對於人的討論極為細膩

透徹，尤其關於人的自我問題，如果認為幸福是由外而來、經由創造財

富而來的外在導向期待，那就永遠會留在追逐金錢的循環。我們所食、

所穿、所用，都是由社會網絡上千百萬人提供情感、物質、資訊支助，

工作中除了養活自己，更高目的是感受到助人的成就感，為別人點一盞

燈，照亮別人，也照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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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眾多敵手加入國家隊，曾細想自己要的是什麼，政府的工作除

提供自身生活溫飽外，還協助實踐個人社會理念抱負，提供許多公共資

源幫助弱勢族群，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臺灣，公務員不僅是行

政機器，而是具理想、熱忱、憧憬、能用來創造出一個更好的臺灣的職

業。 

二、思辨二：藝術不能量產，國家隊也不能量產 

公部門的龐大結構，形成獨樹一格的運作模式，公務員為了求平安

退休，在群體中漸漸融入，喪失個人特質，成為沒有分別的同質化群體，

這樣雖然安全，卻很難創造出類拔萃、富有創意的人才，最終走上把公

務員變成機器人的路。  

曾經社會的中流砥柱，經過時間的掏空，工作的樂趣被吸乾分解成

機器人，人才變成機械化的奴才，在被科技不斷加速的年代，改變的速

度愈來愈快，藝術不能被框限，國家隊也不能量產。國家隊的執行模式，

雖然可以不斷複製貼上，讓做事方便有效率，但每個人生命歷程有異，

培養因地制宜摸索這個世界的能力，少點機器味，多點人味，相信國家

隊隊員每天早上起床將不再是今昔如常而醒，而是為一期一會而醒。 

 

三、思辨三：真理無懼，國家隊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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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一幕中精采描述，德國軍官艾希曼

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清洗猶太人的劊子手，戰敗後艾希曼接受審判，

自謂奉命行事殺人，他不明白殺人何錯。當社會中多數人集體盲

從，缺乏思考，最終可能將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這種邪惡的平庸，

才是人類漫長罪惡史中，無法言喻又最難以理解的惡。  

身為臺灣最大公司—政府的員工，同時肩負臺灣兩千多萬納稅人的

共同期待，我們是否有思考如何妥善運用國家資源？還是不明就裡完成

長官及民代的交代？這些反思不是要對公務體系絕望，反而是因為愛之

深責之切的期待，希望公務員雙肩承擔社會人民重任下，思考不集體盲

從，都有尋回最初的勇氣，擁有讓臺灣 2000 萬人民感受到國家的幸福

溫度的能力，真理無懼，莫忘初衷，臺灣會走出不同的路。 

 

圖 4  思辨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D%E7%B2%B9%E5%BE%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C%A1%E5%A4%A7%E6%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6%B4%97%E7%8C%B6%E5%A4%AA%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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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專書思辨啟發—留住優秀公僕，提升國家競爭力 

面對全球化競爭，文官素質良窳是政府與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AI

崛起，大家熟悉的職場生態圈已被打破，過去經驗所堆疊出的職涯法則將被

推翻，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優化公務人力素質，打造第一流公務人才，留住

優秀公僕，組織應該建構多重訓練渠道，培育卓越公務人力，使政策充分符

合民眾期待，讓民眾幸福有感。 

當公務員很好嗎﹖為什麼很多人擠破頭考公務員﹖美國猶太裔心理學家

亞伯拉罕•馬斯洛需求層次（如圖 5）理論闡明，公務員屬於人類的最上層

心理需求的自我實現，當個體在適宜的社會環境中得以充分發揮能力，驅使

自我實現個人理想和抱負，也就是說，人必須做稱職的工作，才能滿足高層

次需要，這樣才會使他們感到最大的快樂，使自己成為自己所期待的人物。 

 

圖 5  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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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員工成為組織珍貴資產，而不是成本，組織需要作許多努力創造內

外環境激勵員工，才能讓員工心甘情願發揮自己的價值。政府機關可從下列

面向體現臺灣國家隊價值，說明如下： 

一、 培育卓越公務人力 

面對全球化競爭，優化公務人力素質，打造第一流公務人才，組織

應該建構多重訓練渠道，培育卓越公務人力，說明如下： 

（一） 規劃多重訓練渠道：規劃策略性、政策性及專業培力在職訓練，

另提供人文、藝術、音樂及電影等生活美學相關課程，鼓勵或遴

派所屬同仁參與多元學習機會。 

（二） 舉辦專題講演：邀請專業人士講演政策或人文素養等相關專題，

並將專題演講內容擇要刊載於內部網站及人事服務簡訊等刊物，

以擴大學習成效。 

（三） 建構「職場核心能力」價值鏈：從了解人力市場與時代趨勢、政

策行銷、民眾服務到管理資訊，形成一個循環結構，通過學習和

培訓，幫助提升職場核心能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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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進人事服務 

人事是政通人和之關鍵、百事俱興之基礎、追求卓越之張本，組織

人事政策幕僚，自當積極擘劃創新優質人事服務與政策，提供專業協

助，說明如下： 

（一） 營造友善生育環境 

1、 建構公部門工作與家庭平衡：隨著少子化及高齡化的社會來

臨，公務員是國家社會推動建設發展的重要基石，各機關得擇

優企業辦理托育服務措施，落實辦理員工子女托育服務，讓公

務員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提升國家競爭力。 

2、 提高男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意願：育嬰假是國家用以達到保護

母性和維護兒童健康，透過政策調和職場工作與家庭角色衝

突。臺灣男性長期被形塑「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子漢傳統框

架，加上家庭需求及性別薪資結構差異，公務員中女性申請育

嬰假遠多於男性，建議可利用文宣及加強媒體宣導，鼓勵男性

參與育兒和照顧工作，建立新父職角色和性別認同，另外可效

法瑞典父職假，藉以提升男性申請育嬰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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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務員服務法鬆綁 

1、 變形工時設計：現代社會產業型態多元化，朝九晚五的工時

已經無法滿足企業及個人需求，我國目前針對適用勞基法

行業已開始實施週變形工時，公務部門現行雖有彈性上班時

間，惟選擇性仍非常有限，建議可比照德國變形工時，明定

每日、週、月或每年正常工時、輪班制、延長工作、工時帳

戶制予以給薪或補休等條件，兼顧產業特殊生態與正當需

求。 

2、 規劃遠距辦公：遠距工作在歐美國家已實施一段時間時，臺

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許多企業增加遠端辦公形

態，公部門同時也思考遠距辦公的可能性，透過遠距辦公差

勤管理，運用資訊加密技術，透過目標導向適時評估管理，

促進員工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建立友善家庭職場環境。 

（三） 人力進用與留用 

1、 強化跨機關職務歷練與交流：為利人才培育發展，促進人才交

流，強化機關內職務遷調，減少公務員因媳婦熬成婆心態，導

致職業倦怠、定向性思考的本位主義窠臼，並藉由平時舉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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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實習培訓與實務經驗合而為一，改善長期任職弊端，提升工

作的豐富度、適應能力及成就感。 

2、 設置人才資料庫：透過物聯網概念與人力供應鏈，蒐集公務員

的特長、屬地、時間性、歷史紀錄等，匯集成一個大數據人才

資料庫，加以分類集中控管，隨時依需求快篩，選出最佳化的

選擇方案，發揮公務人力數據資源治理，使人力運用得到最機

動、最大效益的價值。 

三、 共創廉能政府 

透過培育卓越公務人力及提供優質人事服務，建立以人為本之人事

關懷制度，期能提升公務人員服務士氣及工作績效，並使「廉正、忠誠、

專業、效能、關懷」的核心價值深化公務員心中，改善服務品質，推動

整合服務效能，促進跨機關合作，讓民眾感受有溫度、更親近的便民服

務，全面躍升政府效能及國際競爭力。  

 

陸、 結論—成為宇宙舞者，發揮臺灣公務人才軟實力 

英國文豪狄更斯所著《雙城記》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

最糟的時代」。而 21 世紀的我們，政治上雖相對和平，實際上卻面臨全球

暖化、能源短缺、氣候環境變遷高度經濟競爭的年代，讓這句名言如預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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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適用於今日，生育率降低及人口老化等社會結構的改變，臺灣在少子化及

知識經濟的時代下，人才資源更顯彌足珍貴，任何組織想要發展，都離不開

人才團隊的貢獻，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成功，組織要追求永續，就要滿足

員工身心需求層面。機關的首長、主管如果願意放棄過往思維，對於業務能

更深入探討、協助改善，只要願意和員工分享，只要團隊足夠拼搏，就有無

限可能，就是最好的時代。尼采曾比喻，世界萬物都是被召喚來做宇宙舞者，

不會沉重地停在一個定點上，而是輕盈的從一個位置轉身跳躍到另一個位

置，宇宙萬物都在追求生命力量的擴張，作為世界公民，臺灣正是宇宙舞者，

持續創造無限潛能，關掉慣性自駕思考模式，發揮臺灣優秀公務人才軟實力，

展現其國家競爭活力，做個擁抱世界的宇宙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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