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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失能下的新經濟革命

一流讀書人導讀

導讀  陳瑞貴  未來學所副教授 

誠如未來學家所揭櫫的，我們可能來自於不同的過去，但卻要分享與經營一個共同的

未來。這本書所強調的正是如何透過社會整體的力量，面對及解決人類當前及未來所

可能面對的錯綜複雜的問題。 

正當高唱全球化的聲浪高漲，幾乎所有國家面對的問題顯得益發前所未有的複雜化。

傳統的經驗與認識似乎已無法應付及解決當前的問題，更何況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不確

定的議題。之所以這樣，主要來自於問題的連鎖效應，例如，科技文明導致的環境與

生態的破壞，資源的分配不均，以及因為各種不同因素所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教育失

靈等等問題；以及缺乏整合思考所造成的結果，例如，我們習慣於把政府的職能與企

業的責任分立甚至於對立，這種複雜性的問題形成了益發嚴重的整體社會問題。 

然而，面對紛至沓來的複雜性問題，政府是力有未逮的；今天以及未來的社會需要一

種全新的態度與解決方案面對這些具有整體性與複雜性的問題，於是，作者提出了「

解方經濟革命」的概念，認為透過包括政府與企業、創新者、公民力量等的整合力量

才足以解決此等整體複雜性的問題。作者認為，此種解方革命是面對未來解決社會問

題的最重要的變革力量。 

為了要讓解方革命發揮作用，其基本原則包括：解決問題的造勢者、破壞性科技、規

模化的商業模式、具有影響力的貨幣、公共價值的交換、以及解決方案的生態系統。

其中，解決方案的造勢者包括跨國企業、創新者、供應商、公民推行改變者、以及投

資者與召集人等。造勢者可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資助或執行解決

方案，或集合在生態系統中的眾多參與者，共同為既定的社會目標共同努力。 

這本書並不是在強調政府的失能，重點在於透過整體的各種組織的力量面對複雜的社

會問題提出並執行解決方案，促使這個社會更美好。這種解方革命強調的是，植基於

對社會整體的關心與信任，創造「對-對」的全贏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