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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拉克講座 陳國華 馮仁程 談社會生態願景與資訊應用  
學校要聞

 

【本報訊】由覺生紀念圖書館、商管學院和財團法人博雅管理教育基金會共同舉

辦的「與管理大師對話，彼得•杜拉克」系列講座，第三場與第四場分別於11月27日

和28日下午2時及3時，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行。由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分享「彼得

•杜拉克的社會生態願景」，和博雅管理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仁程分享「以資訊為基

礎的社會：我如何應用電腦賦予我的績效能力」。

 

陳國華分享「任何關於未來的有用想法都應該顯得荒謬。我們必須透過未來想像的本

能來拓展我們的思維，描繪下一個社會的可能性。」強調應從不同角度看事情，持續

學習，擴展生活層面，並培養跨界思維去大膽想像願景。他表示應該對未來有所想像

並做出選擇和培養，對此提及彼得•杜拉克所言「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的關係，認為

創造末來不只是為了賺錢，而是要找出個人的使命和責任。」，認為在經濟成長、環

境保護與社會進步是社會發展的三條底線上，培養未來思考的眼光，並尋求平衡個人

和社會整體需求的可能是尋找使命與願景時不能偏離的軌道。

 

馮仁程引用彼得•杜拉克：「我們要做些什麼，才能把這麼豐富的資料提升為資訊

，更別說是知識了。我們得到許多答案，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沒有人有真正的答案

。」帶領大家以生活中例子，了解杜拉克先生當時的見解，放在今日就像預期了結果

。他分享，在1950年代初期，彼得 • 杜拉克即理解到電腦將帶來深遠社會衝擊的人

之一，這並不是由於電腦的科技能力，而是因為它會迫使我們去使用資訊。但是，提

供資訊並不等於就是在溝通，雖然現今針對組織溝通的勇敢嘗試，不論是在企業、工

會、政府部門，或是大學之中，應用資訊科技已是絕大多數的現象，但要如何才能應

用電腦賦予績效，溝通才是重要關鍵。

 

資管系碩士班學生蔡智勇分享，從講座中理解到，未來不是被動地等待，而是主動地

創造，感受到講者的激勵。其中對於用豐富的想法來創造未來，不受現有的技術或思

想的限制，他省思到「技術上的斜桿不等於思想上的斜桿，即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多

種技能或職業，但不一定有多元的思維或創新的能力。」，講座也引領他認知到，溝

通其實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有效的溝通是指「能夠以最少的時間和資源，獲得最接近

目的的答案」，為了達到這個效果，應互相交換資訊，用邏輯和證據來支持我們的觀

點。圖書館組員陳芳琪對馮仁程所提及的「做對的事」、「把事情做對」最有感受

，認為在職場上時常需與合作夥伴進行業務溝通，不能一昧埋頭做，否則容易偏離方

向，應充分了解執行方向，才不會事半功倍。（整理／林育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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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杜拉克講座第三場，由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分享「彼得•杜拉克的社會生態願景」。（圖／圖書館提供）

 

 

彼得•杜拉克講座第四場，由博雅管理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仁程分享「以資訊為基礎的社會：我如何應用電腦賦予我的

績效能力」。（圖／圖書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