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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理查˙柯克曾任許多歐美大企業的顧問，著有《80／20 生活經》、《80／20

個人革命》等數本與 80／20 法則的概念相關的書籍。作者以獨到見解說明世界

運作的模式為 80／20，即 80％的產出源自 20％的產入，善用關鍵少數即可提

高各方面的效率，捨去耗費於無用多數的付出勝過現今普及的一視同仁的概

念。 

 

  本書內容主要分為企業及個人兩大部分，以 80／20 法則說明如何較輕鬆獲

得成功及幸福。  

 

二、內容摘錄： 

  關鍵的少數與無用的多數：只有很少的事物能產生有用的結果。(p.150) 

 

  人生在世即為享受，大多數的成就乃是隨著興趣、快樂與需要而來的副產

品。(p.178) 

 

  你應追求那些數目少，但你有非常非常優秀表現，而且喜歡的事。(p.226) 

 

  對個人交友及職場而言，數量少一些但程度深厚一些的人際關係，好過廣

泛而膚淺的關係。(p.239) 

 

三、我的觀點： 

  一如往常於凌晨醒來，房內空氣因一夜呼出的水氣而凝重，望向窗外天色



仍晦明，隨意瞄了一眼放在床頭的手錶，四點五十分。我快速起床梳洗後，下

到宿舍的自修室欲完成昨日未讀透的書，為驅趕周公頻繁地召喚，我沖泡了一

杯咖啡，享受漂浮於杯口上的氤氳熱氣。即使上學期間我的睡眠時數少於五個

小時，仍感可利用時間的匱乏，待辦事項日日緊追在身後，好似一步留心摔跤

了便會被踩踏過去，而眾多表淺的社交活動使我更形疲憊。經過一段時間後回

頭檢視花費在每件事上的心力及報酬，發現典型的情況是付出與收穫不成比

例，這不禁讓我思考「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真實性。 

 

  80／20 法則是以兩件事情比較得出，書中講述典型的情況是 20％的產入，

產生 80％的產出，最貼近我們生活的例子，便是多數學生不成正比的讀書時間

即獲得的成績。之所以少數的因素造成多處的結果是因「關鍵少數」的力量，

當我們掌握事務的要點，即能獲得更大的成果。 

 

  詩人泰戈爾說：「我們錯看了世界，卻說世界欺騙了我們。」我們常透過經

由會計系統分析後的平均數據來判斷現實世界的運作規則，因而誤以為一比一

的平衡是常態，忽視了現今社會是高度不均等的，舉例來說：依據聯合國截至

2014 的資料顯示，全球收入前 20％的富人的財富擁有次界財富的 94％，這是

否表示富人較其他人有多好幾倍時間在爭取金錢？答案很明確是否定的。每個

人一天都是 24 小時，排除家庭、遺產等因素影響，端看自己如何選擇做和不做

什麼。 

 

  作者提及：「時間管理本身就有問題。這名詞暗指時間可以管理的更有效

率，我們必須以它為主。」但事實上我們該選擇的是要做的事，而非將所有事

硬擠入時間內。就人際的面向來思考，對自己造成大部分影響的親密友人是否

少於友人人數的二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這顯示出人與人來往的關係絕對上

的不平等，參照「村莊理論」，人一生中與他人建立愉快且具重要性的關係的數

目有限，一旦該位置曾被人佔據，有極大可能無法再容納其他人，如果我們把

時間過度消耗在那無用的多數人身上，將使我們錯失與生命中的關鍵少數交往

的熱情。 

 

  至於如何了解什麼對自己是有最大益處？要從成功對自己的定義來決定，

也許是高社經地位、高收入或平淡的生活，只要確立了目標，就應該往該處專

精，如社會所見，在某個領域為頂尖專家的人往往坐擁超過其餘人十分地的榮

耀或收入，原因是他的不可替代性，即便使用一位頂尖人才的成本相當高，但

經過多數人這個大分母的稀釋，人們便不會注意到總共付出的金額是多龐大。 

 

  80／20 法則不是要人們逃避他們不喜歡的事物，而是找出是哪項主要因素

造成某個結果，並對症下藥。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企業，學生同時也能援引，



80／20 法則於我最大影響是我更堅信不補習是無誤的決定。試想目前學生人數

極多的知名補教業，一堂課同時有百人受業，學生接受一致的教導，老師多給

予公式、快速解題的技巧以幫助考生得分，但審慎思考，父母所繳的昂貴費用

與自己所耗的補習時間是否與增加的分數成正比？如果補習單純是得分導向，

擇為獲取相應報酬時，它及成為無用的多數。何況於學校一班不到四十人的授

課方式都已無法完全因材施教，遑論人數規模更大的補習班呢？從國中起我便

未曾踏足補習班，至今依舊能維持學業表現，而高中安排學習進度的自由度更

高，我反倒有更大幅度的成長，大抵歸功於找到對自己合一的學習方式，且充

分運用有效率的時段。 

 

  個人主動的選擇勝過他人的被動安排，當我做的是自己喜歡且擅長的事，

效果一定比與他人虛與委蛇要有效率，抱有熱忱必然能更完整發揮付出的努

力。 

 

四、討論議題： 

  掌握人際上的關鍵少數將對我們的人際關係造成什麼影響？有沒有可能導

致被他人認為不合群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