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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問題思考 

 

1. 你如何決定一項行為是倫理的/不倫理的？ 

 

2. 你認為有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的倫理標準？ 



不同規範的比較 
各類規範 規範來源 約束力 

宗教 (Religion) 
超越存有                  

(religious authority) 
來自超越存有的回饋與懲罰 

法律 (Law) 
司法體系                   

(judicial authority) 
立法機構所制定的懲罰與獎勵 

習俗 (Etiquette) 
文化風俗                    

(culture) 
社會文化的稱頌與責難 

倫理 (Ethics) 
理性 

(reason) 
良知、理性的譴責與讚賞 

( Pojman, 1995) 



倫理是甚麼？ 

 學者將「倫理」 (ethics) 和「道德」 (morality) 區分，認為「倫

理」包含「道德」，涉及到對與錯的面向，並提供生活所有面

向之指引，但更普遍之用法是兩詞視為同意詞。  

                                                                                                            (林火旺，2014) 

  

 古希臘以來，倫理學被認為是一項「生命的學問」，去處理

「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而倫理思維是一種超越 當下

的道德直覺，探討何謂對與錯，且給予辯護上合理的理由。    

                                                                                                            ( Wicks，2008 ) 

 



西方倫理學分類 

      
 

倫理學 

哲學倫理學 非哲學倫理學：演化倫理學、大腦倫理學 

規範倫理學 後設倫理學 

理論倫理學 

應用倫理學 

以品格涵養為關懷重點的德行倫理學 

以行為對錯為關懷重點的義務倫理學 

  目的論，如效益論 
 

義務論，如康德 
 

  特定議題：動物權、安樂死、援助窮人 

特定領域：企業倫理學、醫療倫理學、環境倫理學 

關懷倫理學 



倫理學理論介紹 

效益論 義務論 

德行論 關懷倫理學 



倫理學理論介紹 
 

效益論 

義務論 

德行論 

關懷倫理學 

  

理論介紹 

理論反思 

在企業倫理上的運用 



效益論 (UTILITARIANISM) 



效益論原則 
所謂效益主義，主張在所有可選取的行為中，以行為產生的整

體結果 (overall consequences)，決定行為的正當性。 

換句話說，在所有可選取的行為當中，如果一個行為創造最多

數人 (the most of number) 的最大善 (greatest good)，即是在倫

理上可以被證成的行為。 



效益論應用 

當面臨一種情境，共有N種行為決策(A, B, C, D)，而受決策影響者，

共有M個人(P1, P2, P3, P4)。 

依據每項決策，計算受每一位受影響者的正負效益。 

最後加總，而產生最大效益的行為，就是最佳決策。 

 
 
 



效益矩陣 Utility Matrix  

P1 P2 P3 P4 Total 

A +5 -2 +1 -3 +1 

B -5 -3 -1 +14 +5 

C -1 -1 -1 -1 -4 

D 
 

+15 +2 -10 +7 +14 



對效益論的反思 
效益受損人之權益被忽視? 

  無辜的人/少數的人/弱勢的人 

分配正義的問題? 

  多數人重要/最大效益重要 

效益如何統一衡量? 

  怎麼測量/用甚麼公式/單位為何 

效益結果隨著時間而改變? 

  當下的影響/明日的影響/十年後的影響 



義務論 (DEONTOLOGY) 



義務論思考進路  
 倫理標準不需外求，而在人內在的理性 (reason)。因此，倫理不取決於外在

文化習俗、法律、規範 (倫理學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人具有理性，但又有動物性的自然喜好 (inclination)，如能依循理性發出的

道德法則而行，就是遵循「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也稱為無

條件律令) 的倫理行為。 

 
 

 道德世界 物理世界 



 定言令式如以公式表述：只依據你意願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動 ，也稱為

「普遍法則」 (Universal Law) 公式，例如誠實行為。 

 道德標準只問善意志 (good will) 之動機 (motivation)，不問行為之結果。 

 定言令式 v.s. 假言令式。 

 
 

 
 
 
 

       
 

  
 
 
 

 

普遍法則公式 

預設條件 具體案例 

定言令式 
無條件。 

沒有任何條件去做A行為。 
我應該對顧客誠實。 

假言令式 
有條件。因為能達成B結果，所

以我去做A行為。 

我應該對消費者誠實，將能

夠帶來更多客源。 



義務論檢測 
你是一位手機銷售員，你負責銷售Banana牌的手機，此手機的各項功能都具有

一定的品質，除了待機時間較其他廠牌短之外。你最近遇到一位老闆，他想要購

買50隻手機送給員工，你會怎麼跟這位老闆行銷Banana牌的手機： 

 (方式A) 誠實告知法：將手機的各項功能告訴老闆，並且告知老闆此手機的

待機時間較短。 

 (方案B) 片段真實法：推銷此手機的其他功用，對待機時間不主動告知，除

非老闆有深入詢問。 

 (方案C) 催眠誘導法：誘導老闆待機時間一點都不重要，現在隨處都可以充

電，也可以購買攜帶式電源，並簡易帶過此手機的待機資訊。 

 (方案D) 黑說成白法：告訴老闆這隻手機很全面，包含待機部分都優於其他

廠牌。 

 
 
 

 
 
 



對康德倫理學的反思與應用 

冰冷、不懂變通：後代哲學家批評康德義務論，如同胃裡未

曾消化的硬塊，在特例情形會產生衝突。 

Case：白色謊言也是違反康德義務論，例如癌末病患病情告知。 

 
 
 
 

 



德行倫理學  (VIRTUE ETHICS) 



結果 動機 

我應該成為甚麼樣的人？ 

從對錯標準的探討， 

回到培養人的品格思考。 



品德的依循準則—中庸(mean) 

人在從事決定時的一種傾向 (disposition)。 

學習有德之人。 

遵循中庸(mean)原則。 

 
 
 
 

 
 

活動行為/項目 過度 中庸 (德行) 不及 

 花費 揮霍 慷慨 吝嗇 

管理慾望 放縱 自制 麻木 

管理恐懼 魯莽 勇敢 怯弱 



商業上的德行 

活動行為/項目  德行 過與不及 商業實踐 

員工對於工作
的德行 問責  魯莽/懦弱 

勇於擔當與合理冒險，
但勿自我感覺良好與

逃避責任。 

老闆與員工在
社交上的德行  自制  放縱/麻木 避免沉溺享樂與完全

杜絕社交。 

老闆對待員工
的德行 慷慨 揮霍/吝嗇  

給予員工合理的獎金
與薪水，避免過度濫

發與剝削。 



對於德行論的應用與反思 
誰是有德之人? 此有德之人能夠被客觀接受嗎? 

德行是否隨文化與時代轉變? 

     華人社會謙虛 為美德 

     華人組織韜光養晦 被讚許 

 
 



關懷倫理學 (ETHICS OF CARE) 
 



倫理學中不同的聲音 
Lawrence Kohlberg (1958)‘s 道德發展層次 

時期 階段 特徵 

道德成規前期 

(無律階段) 

第一階段 懲罰與服從導向 

第二階段 工具性相對主義者導向 

道德成規期 

(他律階段) 

第三階段 人際關係和諧導向 

第四階段 法律與秩序導向 

道德成規後期 

(自律階段) 

第五階段 社會契約導向 

第六階段 普遍性倫理原則導向 

Gilligan 發現有位11歲女孩，在面臨道德兩難中， 
展現更多同理心與關係的探討。 



關懷倫理學 
倫理來自於回應需求者的需要。 

倫理需要融入同情 (sympathy)、移情 (empathy) 等元素。 

人是互相依存的，而非像主流理論所主張的人是自足且獨

立的個體。 

著重實質的關係而不是抽象的原則。 

健康的人際關係，是促進人類繁榮的重要因素。 

 
 



關懷倫理學的應用與反思 

 

 
 

在強調關係的脈絡下，需要有其他規範管理關係，否則會

形成 任人唯親 (cronyism) 的關係發展。 

 

 

 
 



倫理思辨與倫理想像力 



結果 

此決定將產生甚麼
樣的價值? 

此決定將造成利害
關係人那些影響? 

規範 

此決定與那些基本
規範有關? 

此決定是否符合或
違反基本規範? 

德行 

心中的典範，將會
做出甚麼樣的決定？ 

對於此事件，我所
認為的美德會是？ 

關係 

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是甚麼? 

此決定與利害關係
人的關係將會有何

影響? 



倫理分析矩陣 
牽涉到的
利害關係

人 

可能產生的
結果 有關的規範 情況中的美

德 
對於關係的

改變 
其他倫理
學理論  

客戶 
正面結果、
負面結果，
時間長短。 

國際準則、
產業規範、
個人價值觀。 

典範會怎麼
做、最佳實
踐方法是甚

麼。 

企業跟客戶
的關係有何
變化。 

……….. 

員工 ……….. ……….. ……….. ……….. ……….. 
股東 ……….. ……….. ……….. ……….. ……….. 
供應商 ……….. ……….. ……….. ……….. ……….. 
社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倫理分析矩陣 
倫理原則 

  
利害關係人 

結果評估 
自身利益                             

(利己主義) 

結果評估 
全體利益 
(效益論) 

義務評估 
相關規範與原則 

(義務論) 

德行評估 
行為美德為何 

(德行論) 

關係評估 
關係的影響 

(關懷倫理學) 

企業自身 

對於員工 

對於客戶 

對於競爭者 

對於股東 

對於政府 

對於社會 



結論 

 倫理思辨協助風險管控。 

 運用各式倫理學，跳脫直觀判斷，並全面思 

     考倫理議題。 

 倫理分析框架，用以辨識倫理問題，使決策 

     更具品質，並尋找更合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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