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Systems Thinking and Management 

Vol. 2, No. 1, Mar. 2018, 86-89 

專書評論《系統思考與管理》 

 

邱昭良 譯（2016）《系統思考》 

D. Meadows（2008）Thinking in Systems: A Primer. 

 

蕭乃沂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中華系統動力學學會秘書長 

 

如同兩年多前筆者在本書中文版的推薦序所說的（邱昭良  譯，2016），作者

Meadows教授的手稿雖然於完成於 1993年，但對於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以下

簡稱 ST）的完整與精準呈現仍深具跨時間的穿透力與前瞻性。而去年當筆者鑑於教學

需要，嘗試以本書第二章作為定量模式建立（formal modeling）的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以下簡稱 SD）模擬分析的引導教材時，也確實發現本書不但足以作為引導

廣大讀者快速掌握 ST的特質與應用，更可作為深入修練 SD模式模擬的路徑圖。本書

緊密連結 ST原理的多元領域實例解讀，並且具有橫跨一般讀者與專業學習者、定性與

定量導向的深度與廣度，相信與作者 Meadows 同時撰寫學術與科普著作、並兼具教學

研究者與公共事務推廣者有絕對的關連。 

精準清晰的結構與延展 

本書在章節安排上即具有精準清晰的結構，第一部份「系統的結構和行為」的兩

章，分別闡述了系統的定性與定量特質，定性特質（第一章）提醒讀者應關注於反映系

統狀態的各個變項隨著時間演變的動態行為（dynamic behavior），與其背後所潛藏且主

控動態行為的反饋結構（feedback structure），以及反饋結構中的組成要素：調節環路

（balancing feedback loops）、增強環路（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s）、與時間延遲（time 

delay），這些定性特質也在接續的存量率量的定量建模與模擬方法（第二章）中被更為

具體的連結與介紹。 

相較於本書第一部分企圖描繪動態複雜系統（dynamic complex systems）的「結構」，

第二部分「系統思考與我們」則企圖以其「行為」來讓讀者更有臨場感，包括（第三章）

復原力（resilience，於書中譯為「適應力」）、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與層次性（hierarchy）

與其互動衍生六大障礙（第四章）與八大陷阱（第五章），這些常見於自然與社會系統

中且令其管理者身陷其中甚至常不自覺的症狀以及可能的對策或解方（第五章），一方

面提醒讀者應連結於第一部分的結構元素以深究其成因，另一方面也開展了本書第三部

分「改變系統」的有效槓桿點（leverage，第六章），以及與系統共存並善用其特質的一

般智慧法則（wisdom，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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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Meadows為本書標示了「入門」（A Primer）的副標題，但是以上述完整清晰

的結構，搭配多元領域的案例闡釋以及附錄中豐富的註解（包括 ST/SD專業名詞解釋、

重點摘要、定量模型方程式）與參考文獻（包括論文、專書、網路資源），在近年來系

統思考的科普書籍中（中文譯本專書包括郭進隆 譯，1994；王承豪 譯，1999；楊朝仲

等，2017；陳穎堅、王少玲 譯，2017；邱昭良，2018；其他系統思考相關書目可參考

Appelo，2011），本書堪稱具備了更為深厚的密度，也正是因為有此多元深厚的素材，

不論讀者企圖成為系統思考的初學者、實務應用管理者、管理顧問、專業建模分析師、

教學者、或學術研究者，本書都足以稱職地扮演敲門磚以及路徑圖。對於實務經驗豐富

的管理者而言，可先跳過前兩章，直接閱讀第二部分（第 3-5章）以掌握系統的動態行

為特徵與管理困境，並透過第三部分（第 6-7章）的變革政策與智慧與自身經驗相互對

照啟發。而對於有意善用 ST與其 SD模擬分析方法的管理顧問、專業建模分析師、教

學者、或學術研究者們，可將前兩章作為指引並藉由附錄中的註解與參考文獻，例如

Sterman (2000) 或國際系統動力學學會（System Dynamics Society）的官方網站資源，相

信都能逐步修練成為系統思考與模擬分析的專業人士。 

對公共政策的關注與詮釋 

本書相較於前述系統思考相關書目的另一特色，在於除了應用於一般組織（且通

常是營利企業）管理的多元案例，Meadows大量且深入地引用公共政策（尤其是環境生

態及永續發展領域）作為詮釋 ST與 SD精義的基礎。從過往半世紀的發展來看，相較

於自然科學領域以及社會科學中的企業與產業管理，將 ST/SD 運用於分析與模擬政府

組織管理與公共政策議題的確在數量上有明顯的差距，而且在促使原領域社群的接受度

也頗為艱辛（Repenning，2003）。雖然如此，SD的先驅 Forrester（2007）在展望未來五

十年的發展時，仍呼籲我們應該持續致力於探究如何以 SD 的獨特視角與方法（如

Meadows書中動態複雜系統的特質與對策），運用於各實務與學術領域中核心與棘手的

議題，並且以研究及應用成果來拓展 SD對該領域的價值與貢獻，進而成為各學科領域

中不可或缺的分析哲學、方法與工具（Richardson，1991；Sterman，2000）。 

回顧 ST/SD近年來在我國的教學推廣、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包括中華系統動

力學學會自 2010年以來的年度研討會論文、會員會友們已知的期刊著作與專書（如林

享能等，2017；楊朝仲等，2017），的確在公共政策議題上的著墨相對有限，相較於當

前亟須因應的社會福利、年金改革、教育、環境永續、經濟與產業發展等重大公共政策

議題，更有待我國 ST/SD學術與實務社群同儕們積極從事。另一方面，科技部（前國科

會）政治學門在 2007 年出版的「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調查」報告中，羅列了四大項前

瞻議題（憲政與選舉、認同與衝突、民主與治理、質量整合方法論與研究方法），而系

統動力學與政策分析（system dynamics and policy analysis）被列為民主與治理大項中的

一項前瞻研究主題，更值得持續透過實體（如論文研討會、議題論壇等）與虛擬（如期

刊、電子報、虛擬社群等）管道提升國內實務與學術 ST/SD同儕們的交流與對話，尤其

是針對前述所例舉的重大公共政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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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具備了前述的實務迫切性與學術前瞻性，企圖將 ST/SD更深耕於公共治理議

題，除了議題的選定能契合需求，仍有一些有待同儕們齊心協力因應與跨越的挑戰。首

先，當屬政府管理與公共政策議題經常牽涉需求、利益、與價值觀都頗為多元的利害關

係人（stakeholders），如果是政府內部的行政管理議題，我國的文官體制與多數民主國

家一般，其實就是一個由民選首長（如總統、縣市長）、政務人員（如中央政府部會首

長、地方政府局處首長）、與具有永業保障的常任文官（即公務人員）所組成的動態複

雜系統，與民間的營利企業或非營利組織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這三群利害關係人確實為

同一個公部門組織的成員並有共同的目標，但是由於其管理制度殊異，民主國家中常見

的分權與制衡制度，即故意讓它們相互依賴的同時也相互牽制，以避免可能的權力集中

與專斷；如果是考量特定領域的公共政策議題時（例如再生能源與經濟發展），「民眾」

即可能必須被區分為在意電費的一般民眾、在意經濟發展的民眾、需電企業、在意環保

永續的民眾與團體等相互利益衝突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如果又牽涉到不同政黨或在地的

民意代表就更為複雜了。此多元利害關係人也讓 ST/SD 運用於公共行政與政策議題的

分析模擬時，就必須考量同一個變項對於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認知判斷或權重，例如施政

績效由民選首長與政務人員分享，但是過程與結果的風險由公務人員承擔；或是經濟發

展由企業與一般民眾分享，但是環境成本由特定地區民眾所承擔。 

上述普遍存在於公共政策議題的多元利害衝突，如果在加上難以掌握甚至無從預

期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就使得 ST/SD的推廣必須面臨另一個挑戰，例如當領域專

家都無法篤定特定政策方案的產出與影響如何隨著時間演變，或是過程中的風險出現的

機率無從預測時，更加可能影響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認知判斷。雖然如此，Meadows在書

中所揭示的與動態複雜系統共舞的變革對策與智慧法則（第 6-7章），也恰是 ST/SD解

析與應對上述政府管理與公共政策議題的法門，例如面對多元利害關係人，本書建議先

公開檢視各自的心智模式（expose mental model），並且透過資訊分享（distribute 

information）制訂反饋效果的政策方案（feedback policies），並盡力擴展時間範圍（expand 

time horizons）以兼顧整體利益（go for the g good of the whole），負責 SD模型建構與模

擬的政策分析師則可融入特定政策議題的領域知識，將上述一般法則轉化尋找有效的政

策槓桿點。 

跨域互動交流以培育未來的系統思考者 

最後，Meadows畢生以其 ST/SD專業深耕於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相關的公共政策

議題，同時連結了學術研究、教學推廣、公民參與、以及理念倡議等多元社群，也成為

後輩們持續努力的標竿與典範。雖然受限於台灣的社群與資源規模，中華系統動力學學

會也於 2010年起致力於 ST/SD學術與實務社群的交流分享，除了邀請會員會友所屬的

公共政策相關學術單位（包括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東海大學經濟

學系、產業創新發展研究中心、與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以及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今（2018）年的年度研討會也將嘗試首度邀請國內公共政策智庫（包括國家實

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商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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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院經營模式創新研究所）協力辦理公共政策議題論壇。另一方面，除了長久以來

在大學院校的 ST/SD 教學推廣，因應明年及即將實施的國民教育課綱中「系統思考與

問題解決」的核心素養，學會也與具備多年基礎教育推廣經驗的惜福文教基金會（2008）

與逢甲大學專案管理與系統思考研究中心（楊朝仲等，2017）共同合作，透過紮根於基

礎教育的教師、教材與學習活動，期待培育未來的系統思考者（systems thi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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