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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由於人民極易透過鍵盤發抒自己獨特的見解或看法，

試圖凝聚共同的智慧，藉以引領社會走向、政策路徑、產業發展及產品設計，進而

影響政經社文品質，抑或增強相關企業的獲益，提升競爭力，控制更大的利基。 

J. Howe 透過自己敏銳的洞察力，首先觀察到這種現象的到來與演展，且於二

○○六年「時代雜誌」發文，使用「民眾外包」這樣的詞彙，用於描述這項鍵盤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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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引領業餘行家創造線上傑出的內容，致使企業的表現，優於一群正式的員工，

其在正常情況下的運作。這種卓越的表現，可能因業餘的行家，不受制式化環境的

影響，或受制於團體盲思的作祟，得能自由自在的發想，構思創新的設計安排，俾

使更能迎合廣泛顧客的偏好，致使產業得到奇高的利潤。 

這種初步的發想，引發其更進一步對「民眾外包」概念的發揚，加入諸多線上

顯著的例證，說明相關組織以民眾外包的方式試圖解決嶄新的問題，從事科學的研

究，以及聚焦於特殊產品的設計上。這樣的擴張作為，使其於二○○九年出版了這

本導航民眾外包的專書，成為企業界、政治界、經濟界及文創界矚目的焦點，競相

應用書中的構想、運作方式及推動準則，進行作為翻轉的工程。臺灣的天下文化也

將其翻譯成中文，但並未引起注意，逐至柯 P 現象的產生，才讓人領悟到其於選舉

期間，及選後施政上，大量引用民眾外包的思想與作為，一方面建構選舉贏的策

略，另一方面運用在舉才的施為上，組織解決問題的人力資源，冀想發揮令人讚賞

的施政績效。在這種情境氛圍下，本書乃成為關注的熱門，進而促成本書評的撰

寫，其主要內容分為：本書的論述重點及本書的識讀心得。 

一、論述重點 

本書的結構始自：民眾外包現在風行情況的描述，進而導論出社群網路的黎

明。隨後分三大部分論述描繪：民眾外包過往的發展演化行程，現在民眾外包的運

行及績效，未來民眾外包要走的路徑及應遵行的十大原則。不過，綜觀本書三大結

構所論述的重點，可總體歸納出六大要項。 

1. 線上社群的激盪：本書作者認為企業的顧客，不只扮演被行銷的角色，同時可

以透過網際網路表示對產品的構思、設計或想法，再經由訊息的交互激盪，互

相吸納，互相融合，而綜效出令人激賞的創新產品，進而擴大產品的利基。因

之，原本的顧客，透由這樣的交流，打破向來從屬身分的限制，只是任人說服

的客體；尤有甚者，這樣的角色調整，已從原本的供需關係，轉換成企業經營

的夥伴關係。 

2. 驅動未來的基要：這本書的第二個特點在於：強調企業體，如何以民眾的發

想，構成企業未來經營、發展突破的驅動力。蓋民眾的豐富透視，可以幫助企

業設計創新的產品，增強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換言之，企業所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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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可由原初設備製造者，轉換成顧客設計產品的銷售者。因之，各大行業已

從這種社群的參與，改變總體經營的遊戲規則，擔當微調的角色。 

3. 界限範圍的穿透：全世界的民眾，均可經由各種社群媒體的通路，表示對企業

各項產品的評價、缺失或疏漏，成為下次產品再精緻化的依據。而這種評估資

訊的來源，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可以同時同步的方式群集起來。何況，

這時年齡、性別、種族、教育或工作史，恐均無關緊要，只是企業的取捨點在

於：民眾所提供的原創性觀點，是否對企業本身的營收有所助益而定。因之，

鄉民或網軍的影響力，已穿透時空或地域的界限。 

4. 協力諮商的合超：眾多來自四面八方的見解，經由網路溝通的數個來回，恐就

產生合超的效應。蓋這種透由網路的思維知性之旅，不斷啟蒙網民的思路，相

互調整化異求同，而得出類似「龍」的結合，進而進入產銷過程，構築出符應

藍海的精品，吸睛到多元顧客的青睞。因為，企業體的成員，由於相處一段時

間，相互批評的力道逐漸受制弱化，這時由外力注入活水，吹皺一池春水，進

而產生協力優勢。 

5. 業餘行家的引領：本書的核心旨趣在於：分析何以多數業餘的行家，在企業創

造佳績上，如何扮演關鍵性角色，進而取代原本由少數專業人士擔綱的責任。

尤有甚者，作者更顯露群眾是何其的聰明，非但具有才華、創造力，而且更擁

有了不起的生產力。這些特質的結合，產生了集體的智慧，進行一場職場革

命，徹底翻新產業的向來經營模式。蓋民眾如若對產品並不領情，則產品市場

佔有率立即受到影響。 

6. 民眾外包的演化：民眾外包發展的過往基礎，當今的運作情況，未來的何去何

從，本書均有透徹的釐清與著墨。因之，原本的發展脈絡分析，進而思考未來

的路徑，以致掌握產業問題的全貌，協助創新更加成功。最後，在總結上更提

出民眾外包的運作十大原則，使其未來的演展不致失去方向，甚或滋生脫軌的

情勢。 

二、論述試評 

網路雖然幫我們的社會拉平了所有階級，消弭了參與的障礙，進而衝破生產者

與消費者之間的界限，改寫企業經營管理的鐵律。不過，這種現象的捕捉，雖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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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社會產生衝擊，但一旦要將之移植應用到其他領域上，恐就面臨到一些挑戰，

尤其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上，更會碰觸到一些窘境。 

1. 脈絡差異的失嵌：本書雖完整呈現民眾外包在經濟、文化、商業及政治層面的

意涵，然而四大層面的運作情況，差異不小，如欲全盤移植，恐會滋生水土不

服的窘境，甚至在過程上會產生荊棘重重的現象，不可恣意採用，而發生嚴重

的後遺症。 

2. 責問未備的失當：公共事務的治理，治理者每每要對被治理者的責問，提出回

應並解釋各樣施為的理據。是以，治理者如若將決策的走向委諸來自外包民眾

的提議，而規避應負的責任，就背反原本責問的常態。 

3. 外力操控的難免：外包民眾的提議，如是意見領袖操縱的結果，恐就失去原本

要求的代表性。何況，年紀愈大的民眾，如未具備使用網路的全方位能力，則

網路所出現的民意取向，恐會有所偏頗，恐不能作為決策的唯一準據。 

4. 巨幅變遷的衝擊：民眾外包一旦普遍流行，形成不可抵擋的潮流，則箇中工作

的安排就得重新組構。一時之間，很可能在社會上產生適應不良症，甚至與過

往出現斷裂的情勢。因之，相關主事職司者事前準備力的積累，可能情況的設

想與對應，負面結果的復原，恐就必須未雨綢繆了。 

5. 流行陷阱的再現：民眾外包由於具有主導權的淪落可能，恐會被傳統的主事者

在流行一番之後，就會又回歸原初習性，導致創新的運作模式，受到人的慣習

模式所左右，又回到原本習以為常的實踐。因之，民眾外包恐因脈絡的失嵌，

而又回歸原本的慣習，無法成為主流。 

6. 範圍應用的限定：民眾外包在公共治理的應用上，恐在議題的發掘和可用人才

庫的集結，嶄新理念的提出，可以發揮啟蒙的功效，但隨後的「轉合」就要由

公務的正統程序來貫徹，使各項決定有其合法性及正當性。 

總之，「民眾外包」一書的出現，有其思維啟蒙及行動指引的果效，更對公務

部門滋生一些潛移默化的變遷效應。然而，由於本書衍生的脈絡，在於企業經營的

創新領域上，促成研發、經營及人力成本的降低，更讓產品的創新度更高，使其更

加貼合顧客的需求。不過，因其與他領域的特質有異，鑲嵌的程度不足，以致在移

植應用上會遇到障礙，有待主事職司者耐心的揣摩，逐步逐漸的學習引用，緩步中

斷過往的慣習，再等待全面的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