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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本書產生之背景為作者邁可．桑德爾繼「正義」一書發表後，對於世界上

是否還存在金錢買不到之物品提出質疑，並客觀分析其觀點。此外，作者對於

市場機制的道德極限加以探討，且由於許多原有的道德觀隨著市場擴大而逐漸

式微，因此，對於違反道德之市場傾向，我們究竟該以何種角度看待，書中有

精闢見解。  

二●內容摘錄： 

  在我們決定是否要將某項財貨商品化時，要考量的不能只是效率及分配的

正義，我們必須也要問：市場基準是否會排擠掉非市場基準？如果是的話，這

是否代表了值得我們關注的某種損失。（p105） 

 

  特定的道德及公共財，若是進行買賣，就會遭到貶抑或腐化。腐化的爭論

無法藉由成立公平的交易而消解，腐化在平等及不平等的條件下都有可能發

生。（p142） 

 

  要描述此一狀況令人不安之處，我們需要「腐化」和「墮落」這類道德語

彙，而言及腐化和墮落，是訴諸於「美好生活」的概念，至少是隱含著這樣的

意思。（p230） 

 

三●我的觀點： 

  以亞當斯密為首的古典經濟學家，篤信市場機制之運作，認為透過供給與

需求雙方力量的相互作用，經由「冥冥中見不到的手」，必定可以決定商品均

衡價格與數量。然而，這種論點有其基本假設，亦即供需雙方所顯示之價格與

數量，必須為真實而無所掩飾；且以價格（金錢）作為所有效用的衡量單位

時，實質上並未考量倫理道德因素。但是隨著時代背景不同，上述假設面臨重

大挑戰，因此，市場機能與道德界線之衝突亦屢見不鮮。 

 

  在以前純樸的社會中，市場機能所能解決之事物相對有限，而且道德標準

與自我約束則相形較高，兩者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不致誘發太大衝突。但在現



今社會下，由於市場機能的快速擴張，「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觀念，深植一般

人內心。進一步觀察，將會發現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時，金錢萬能彷彿不足

為奇，於是巧取豪奪，笑貧不笑娼，社會上呈現一片追逐財富與效用之短視現

象。看完桑德爾此本著作之後，個人開始思索金錢與倫理道德之界線，以及兩

者可能產生之衝突。 

 

  舉例而言，農曆春節本是華人社會家家戶戶團聚之時刻，然今年過年我與

父母南下渡假時，發現許多店家並沒有因為年節而休假，換言之，在那邊工作

的人們沒辦法在春節與家人一同團聚。雖然於年假期間上班的員工視同加班，

雇主依法會給與兩倍薪水，可以獲得更多收入，因此會吸引更多人願意犧牲假

期投入工作，此種現象固然符合經濟學之理念。然而，就傳統的倫理道德而

言，過年全家圍爐是天經地義之事，若犧牲與親人共享天倫之樂，卻選擇於年

假中加班賺錢以貼補家用，何者較為適當？實為見仁見智！ 

 

  此外，桑德爾於書中質疑給付更高金額以減少排隊等待時間之現象，作者

認為這種情形壓縮了貧者權利，並非完全公平。然而，我發現在日常生活中，

醫院急診服務之本質正是如此。回想去年祖父曾因病突然昏倒，呼吸困難，被

家人送去醫院，設若仍需與輕症者一同排隊等待，可能會因而回天乏術，所以

會我們選擇給付比一般人更高的急診費用，以縮短等待時間。因此，就某種程

度而言，我個人同意多負擔醫療費用，以享有更快數更優質之服務之概念，急

診如此，升等個人專屬病房亦復如是。所以，我認為相同事件於不同情境下，

可能造成各種截然不同之效果，其中並無絕對是非，必須視其公平性與效率性

作為整體考量。 

   

  最後，雖然個人之部分觀點和桑德爾不盡相同，但是書中諸多見解，我卻

有親身體會。以送禮一事為例，經濟學家可能會直接衡量其效用多寡，並且基

於效用觀點，作成送現金之效用大於送禮物之結論。雖然個人也常收到本來業

已擁有，或未能切合真正喜好之物品，但是我仍喜愛接受禮物本身之喜悅。隨

著年紀的增長，我逐漸明白「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的道理，而且發現真

正使我感動的，是朋友關心我的那份心意，這是無法以金錢加以衡量，對我而

言更可能是獨一無二甚至無價的。因此，市場機制就某種程度而言，確實可以

很有效率決定供給與需求之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然而面對無法量化之物—例

如親情、相互關懷等，價格機能終究有其極限存在，最終之主宰者，仍應回歸

到萬物之靈所特有之人性，並以倫理道德作最後之仲裁！ 

 

四●討論議題： 

  日前轟動東亞的釣魚臺議題，正好可以與「錢買不到的東西」作連結，相

信我們都記得日本曾說要將釣魚臺買下，究竟關於領土主權的議題是否適合將

金錢一同涉入討論呢? 

 

  此外，人體器官移植（腎臟與肝臟移植）可否涉及市場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