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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作者是梁文松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

究所）及曾玉鳳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他們二位都是研究公共政

策、組織管理及公共行政的著名學者，其中梁文松教授更曾於 1999 年獲得新加坡

總統頒發的公共行政銀獎章。因此本書具有深厚的學術理論基礎及分析架構。 

本書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就是動態治理，作者認為動態治理的能力包含三個重要

的元素：前瞻思考、反覆思考及換位思考。所謂前瞻思考，就是能夠感知可能影響

國家未來發展的早期信號以與世界同步；所謂反覆思考，就是能夠且願意反覆思

考，重新制定當前的職能政策使其效果更好；所謂換位思考，就是能夠公開跨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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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學習他人的經驗，將新思想和新概念引入制度。根據這三個動態治理的能力，

作者建立本書最重要、最精華的分析架構，就是在第 8 頁所呈現的動態治理系統框

架（圖 1.1）。這是作者在本書所提出的最大學術貢獻。 

其次，作者提出制度（組織）文化對動態治理的重要性，這是相當特殊的觀

點，因為動態治理能力可以運用在許多國家或不同的機構，但是這些國家或機構未

必擁有類似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作者在圖 1.1 的動態治理框架，將文化定位為動態

治理能力的基礎，因為若沒有良好的制度文化，就不大可能發揮動態治理的能力；

新加坡的治理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擁有一個大家都遵守的制度文化，這就是李光

耀及吳慶瑞等開國元勳的一項最大成就。 

誠如新加坡已退休的常任秘書比萊在接受訪談時表示，新加坡之所以和泰國、

印尼及馬來西亞有所不同，是因為：「我們組織得更好、更協調、政治領導體系更

優秀，同時還有一種使命感。……我們有很好的公共服務領導人，……以保持在政

策制定、組織結構和戰略思考方面的思想前瞻性。」（頁 93） 

就新加坡的制度文化而言，作者認為有五個核心價值：1.誠實和正直；2.人是

關鍵資源；3.以結果為導向；4.自力更生；及 5.國內穩定。這五個核心價值不僅是

新加坡領導人所建立的特質，更是因應新加坡特殊的政治及經濟背景，因為小國寡

民又沒有資源的新加坡，不僅需要良好的人才，尤其需要自力更生及穩定的社會環

境，如此才能不斷前進、向上提升。這些核心價值驗證新加坡領導人的重要性，及

其建立的制度文化帶來的重大影響，這種現象在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就很難被複

製。 

第三，本書在實務上亦提供相當豐富、寶貴的訪談資料及經驗，因為作者在本

書訪問相當眾多新加坡政府的現任及前任高級官員，包括李顯龍總理、張志賢（國

防部長）、楊榮文（外交部長）、周元管（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林祥源（經濟

發展局主席、公務員首長）、林素芬（總理公署公共服務署常任秘書）、王文輝

（貿易及工業部常任秘書）、楊烈國（新加坡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主席）、沈基

文（淡馬錫控股公司董事）、李一添（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集團董事總經理）、徐

冠林（南洋理工大學校長）等。 

上述這些政府官員不僅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更願意分享他們在各公，私部門

的治理經驗，這些工作實務的資料亦成為本書重要的精華。本書除第 1-3 章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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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起，每章都包含許多作者親身的訪談資料，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資訊，因為

這些政府高級官員很難接受訪問，若非二位作者擁有豐富的學術涵養及地位，恐怕

很難訪問這些政府高級文官。例如，作者在第 5 章論述人在政策執行的重要性，不

僅引用李光耀總理在早年的話：「最好的人應該做最重要的工作」（頁 146），作

者更指出很多受訪的政府官員及公部門的領導人，都同意這項觀點（頁 146，註

27）。這段訪談驗證人的品質及素質，在執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又如，本書在第 7 章論及人力資源開發，作者訪問二位不同類型的代表人物，

以驗證公部門對人才的管理。一位是長期服務公部門又深受三位總理重用的林祥

源，他對於公部門的前景規劃、人事管理系統及各項系統的創新，都建立相當崇高

的貢獻。林祥源在受訪時，都多次提到體制和體制目標的重要性，並表示他如何協

助員工認識體制及體制的目標，如此就可讓員工共同支持體制的目標，並進而共同

達成這些目標（頁 224-225）。此外，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有許多優秀人才，但是這

些優秀人才大都是由獎學金制度所培養出來的，楊烈國就是新加坡建立獎學金制度

的代表人；楊烈國在受訪時表示，我們不僅要為組織結構儲備這些獎學金人才，還

要建設國家的能力，為國家培養人才（頁 226-228）。 

本書的第四個特點就是內容的豐富與扎實，作者論述的動態治理除理論部分

外，還包含實務層次的政策執行（第 5 章）、政策調適（第 6 章）、人力資源開發

（第 7 章）、過程創新（第 8 章）及保持動態治理（第 9 章）。這些都是公共政策

及公共行政的實務面，動態治理不能只有理論的解釋，必須包含實務的操作面，從

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到政策的制定、執行、調適等，都是所有公共事務所必須面

對的。本書就以新加坡政府的經驗，解釋動態治理的架構。 

就本書實務層次的各章，不僅有明確的主題，內容亦相當豐富。例如就政策執

行而言，其內容包括政策實施的政治環境、政策實施過程、政策的相關問題、影響

政策設計和開發的議題、及公共服務的政策發展與變革。作者就這些內容詳述分析

新加坡政府的經驗，不僅包含理論層次，更以綜合度假勝地項目頒發合約為例，說

明濱海灣及聖淘沙兩個綜合度假勝地的決策過程。這二項開發案都屬於新加坡的重

大政策，因此它們的決策過程就成為政策執行的最好案例，詳情請參考本書第 149-

153 頁。 

最後，本書最大的弱點就是缺乏對於新加坡政治環境的論述。作者在本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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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新加坡政治環境的重要性，例如制度文化的建立，就是在李光耀所領導的政治

體制所建立的。但是，新加坡是一個較威權的政治體制，並非民主的政治體制，因

此，新加坡廉潔、正直、有效率的制度文化固然令人激賞，但是，這是在威權體制

之下所建立的，作者對於這點卻未加以分析及論述。 

新加坡的威權體制有其歷史因素，主要是在 1960 年代初期，當李光耀執政之

初權力尚未穩固之際，就遭逢黨內左派分子的嚴重挑戰；李光耀為建立權威領導以

穩固政局，就採取壯士斷腕政策，嚴厲掃除異己，從此新加坡成為威權領導的政治

體制。在威權領導的氛圍之下，反對勢力受到嚴重的限制及打壓；不過，律己甚嚴

的李光耀，並未走向專制腐敗，反而以他的威權強勢領導風格，建立新加坡成為一

個廉潔、有效能的文化。 

事實上，一個廉潔、有效率的制度文化，並非只有在威權體制之下才會產生。

西方先進國家亦大都擁有廉潔、有效率的制度文化，但是它們卻是建立在一個民主

自由的政治體制。反之，全世界亦有許多威權國家，可是這些國家卻未必有廉潔與

效率，相反的，有些國家（例如東南亞的多數國家）卻是貪腐嚴重的國家。因此，

在論及新加坡政府正面經驗的同時，亦應分析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如此才能建立一

個較完整及全面的認識。 

新加坡未來的挑戰就是如何面對民主勢力的興起，尤其是 2011 年的大選，執

政超過半世紀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遭逢反對黨嚴厲的挑戰，首度失去一個重要的

集選區席次。自本世紀以來，全球化及民主化的潮流愈來愈強勁，新加坡已經擁有

傲人的經濟成就，但是新加坡的威權制度仍然受人批判。從西方民主先進國家及臺

灣、南韓的經驗，民主國家照樣可以享有經濟成就。新加坡領導人是否願意走向開

放的民主制度，將是未來重大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