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8年5月號．43 

◆	 陷入效率迷思的工業文明

工業革命提升生產效率，經濟高度發

展，幫助人類掙脫馬爾薩斯陷阱，人們不再

與赤貧掙扎，生活遠比老祖先們好得多。 

不知不覺間，「效率」成了人類道德

評價的新標準，認為有效率的東西就是好

的，無效率的東西就是壞的。例如，生產流

程越有效率越好，其他像讀書（量化成績評

定學習成就）、工作（越能賺錢的越是好員

工）、飲食（速食）等等，生活各領域全都

被效率入侵。 

重視「效率」的經濟人認為，錢越多越

好，因為越多錢，就越能滿足慾望；慾望越

能被滿足，人也就越快樂、幸福。 

戰後六十年來，整個世界陷入效率戰

爭。有效率的人、企業、國家贏得財富與美

好生活；無效率的人、企業、國家陷入貧

窮，與疾病和死亡為鄰。於是，人類更

加沉迷於追求經濟成長，不斷要求各行

各業提升「效率」，以創造經濟榮景。

◆	 被忽略的外部成本

然而，實際情況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

麼美好！因為，過去的經濟系統，計算效率

時忽略了「外部成本」，過度低估我們所生

產之產品的真實成本。我們錯估效率與成本

的關係。好像石油，人們過度仰賴石油發動

工業文明，卻忽略了石油是有限的能源，需

要經過漫長的歲月累積。其他像金銀銅鐵錫

等各項天然資源，我們也不曾計入再積累所

需的時間成本。 

結果，初代工業文明所建立的繁榮，

是奠基於毫無節制的浪費與無效率。舉例來

說，電廠燃燒大量能源（無論是煤炭還是石

油、鈾）以發電，卻有四分之三在電力運輸

的過程中被浪費掉了。另外，我們的工業文

明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寶貴的資源（能源），

在運輸過程中被浪費掉，像是為了將甲地所

生產的食物送到乙地，移動所需的能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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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無效率的浪費，成就所謂的全球化經濟。 

當人們正在為全球一體化感到驕傲的同

時，卻不知道為了實現無意義的全球化，造

成了多少無效率與浪費產生，而這些又是如

何回過頭來破壞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和耗盡地

球能源，替未來人類文明發展投下重大干擾

變數。

◆	 越多不等於越好

比爾‧麥奇本在《在地的幸福經濟》中

不斷舉例證明，人們普遍假定經濟成長能夠

帶來美好生活與理想世界的看法是錯的，有

研究指出，當國民所得超過一萬美金以後，

經濟成長與快樂幸福感不再呈正相關。也就

是說，更有錢並不會讓人更快樂（邊際遞減

法則），人們實在無須過度追求成長以滿足

那根本不會被滿足的慾望。 

全球化經濟，創造了太多債留子孫的虛

假繁榮。一萬美金以上的富裕生活，多半是

炫耀式、浮誇式的消費，且建立在不被計入

的高昂外部成本上。 

全球化經濟說穿了，不過是讓全世界的

人能夠更快速、更便利的享用遠在天邊的產

品、服務（但是，寶貴的天然資／能源卻在

無意義的運輸過程中被浪費了，而且已經重

創地球生態，直接影響人類存續）。這些產

品（服務）中很大一部分（例如農產品）就

算選用當地生產的，人類其實還是能夠過得

很好，雖然價格稍微貴一點，但卻替人類文

明的延續和繁榮省下更多更寶貴的資源。

◆	 被世人忽略的3％

比爾‧麥奇本指出，經濟數據最大的迷

思，在於低估農產品價值對人類的重要性。

全球農產品總值雖然僅佔工業產品的3％。

但是，這是人類無論如何都不能捨棄的3

％，沒有這3％，其他97％都是廢物。然而，

我們被過度輕忽了經濟數據背後的意義。 

全球化雖讓各地強化了自己最強的部

分，好比美國能以規模優勢種植小麥、蓄養

牛羊雞，以最低廉的價格提供給全球消費

者，更利用價格優勢排擠其他國家農民。然

而，農業過度集約，就好比將雞蛋都放在同

一個籃子裡，風險非常高。更別說這些廉價

的農產品並沒有被計入真實的外部成本，像

是為了大量生產（採收）而使用的農藥與化

肥（對土地的傷害），運送農產品到全球的

過程中所燃燒的石油，製造的二氧化碳和汙

染，對地球生態造成的破壞。 

從效率的角度來看，僅3％產值的農業

越集中、越全球化越好，但是若考慮真實外

部成本，長遠來看，支付稍高的費用購買本

地生產的產品反而是比較便宜、划算的，因

為省下了有限的天然資源，可以用在更寶貴

的地方，也保住了寶貴的地球。 

可惜的是，我們因為偏見或預設立場，

誤以為全球一體化比在地化好，我們誤以為

隨時能吃得到遠在千里之外、本地沒有生產

的食物就是好，我們輕忽本國本地的產品

（服務），過度推崇異國他鄉。人們為了眼

前的便宜，為了滿足無法滿足的慾望，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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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全球整合，卻在整合過程中掏空耗盡地

球，將真實成本丟給後代子孫。

◆	 建立在地經濟優先原則

經濟成長的確帶來豐碩的物質文明，但

卻也讓人性貪婪得以發揮，既追求「效率」

又過度追求經濟成長，把經濟成長看得比一

切還重。結果，地球被糟蹋了，氣候與物種

大亂，天然資源即將耗竭，眼看人類文明將

無以為繼。 

比爾‧麥奇本在《在地的幸福經濟》不

斷呼籲，若果，人類不能體認「在地經濟」

的重要性與真實效率，看穿全球化經濟的規

模迷思，人類不願意為了他人與後代子孫的

生存而有所割捨，放棄對於物質與全球一體

化的迷戀，那麼，我們的文明非但無法永續

發展，很可能在我們這一代，就得承受外部

成本追討我們所欠下的巨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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