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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2012 年 1 月世界經濟論壇（WEF）在瑞士達沃斯召開，主題為「大轉型：

塑造新模式」，四個議題為：「資源和永續發展」、「社會和技術」、「就業與增長」、

「領導力和創新」。共商解決全球慢性的財政失衡、嚴重的貧富不均，威脅到全

球經濟成長的問題。在恐懼與意識全球經濟成長停滯不前的現象下，各國紛紛尋

求突破與變革的可能：俄羅斯人民投票給過去 12 年帶來經濟穩定的普亭；法國

人民在失業與歐元區經濟危機壓力下選擇歐蘭德，投給成長與樽節並行的新增刺

激經濟成長政策；印度執政黨「國大黨」前財政部長穆克吉當選總統，提倡「包

容性成長」，認為印度為數眾多的貧苦民眾應在快速發展中受惠；墨西哥新任總

統尼托提出降低食物價格上漲、能源改革、社會福利更普及等「變革」。 

求變的潮流中，台灣大選後，在嚴峻的外貿情勢下強化兩岸經貿互動，力求

突破內耗困境。無數知識分子、學者與社會群體，即使未必滿意政府作為，亦各

自於生活互動中磋商、折衝與整合，社會、文化的動能在成長中，藉行動與實踐，

脫離虛假、尋求核心，走出自己的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結合遍地的褶褶光點，

照亮出實在年代下的社會面貌，期待政府的領導與創新的落實，公共政策需要有

程序與機制，於是策劃舉行「實在年代」系列座談會。 

系列產官學講者親身剖析體驗，勇敢面對現狀，勾勒落實方向。在 2011 年

底籌劃七個月餘的「面對公與義-邁向永續」研討會後，激發出的整合與正視問

題的效應慢慢擴散，憂心當下的組織架構、社會動員的認知不夠，整合拖怠與能

力、績效不彰。宏觀思考的篇篇章節與絲絲入扣的周延對話，是結合共同跨越衝

擊、擔負未來的伙伴與能量。「實在年代」在出書前定名，以系列講座與座談尋

找積極對策，走出可落實的方向，由心動到行動！ 

因應而生的 2012 年上半年七場座談會，聚焦於領導態度、國土規劃、社會

力動員、經濟轉型，如落實服務業的體檢、突圍，綜觀就業人口達 58.6％的服

務業，深究勞動、資本、研發與國際競爭力指標，及薪資水準、個人創造產值低

等等問題，在成長的困境中，找前進的動能與徽結，都是該有主張，以行動帶動

全民渴望以久的正規部隊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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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夏季達沃斯同時，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Rio+20）6 月在里約熱內盧

舉行，對永續發展重新作政治承諾；檢討已執行之永續發展進展及差距；處理新

浮現的貧富差距與綠色經濟大挑戰，這方興未艾的持續課題，在全球亦更在眼前。

永續發展不只是行動、承諾或檢討，是生活態度與方式。基金會於民國 81 年起，

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推動「種二千萬棵樹救台灣水源」，今年又開始走入涵養新

北市雙溪水源再出發，號召種樹救水源與綠化社區。在大台北後花園雙溪種樹的

活動中，與人口外流、風景優美的「小瑞士」再結伴。 

由「實在年代」到又種樹救水源，每一次對話、每一個行動，告訴自己要努

力，驀然回首，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