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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交部科員到中華民國副總統 

「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

年」專書讀後心得 

壹、開場白－被丟雞蛋為什麼還笑得出來？ 

    他說如果有二個蕭萬長，一個是養雞的蕭萬長，一個是談判的蕭

萬長，那養雞的蕭萬長，一定也要去丟那個談判的蕭萬長，因為不是

談判的蕭萬長很可惡，你要丟他、要屈辱他！是這個事情本身大家要

出一口氣，談判的蕭萬長就變成出氣筒了！只有出氣筒才能讓他們有

個發洩的對象！他笑的原因就是，他知道這不是針對他個人的不滿，

雞農丟雞蛋是表達心聲的自然反應，所以他忍這個辱啊！能忍辱才能

負重，就是這樣才能為國家做事。 

  回頭看，沒有那些雞蛋丟下去，恐怕政府社會、主管機關說不定

也不會那麼重視；沒有那些雞蛋丟下去，要再去跟美國談，美國也不

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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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心裡真正了解，農民有農民的權益，談判官員有談判官員的

壓力，然後就「往內忍下來，從臉上笑出來」。蛋洗之後，他「笑著

走回去」，成為今天的「微笑老蕭」。１  

    這是摘錄自本書代序中的文字，是蕭先生「微笑老蕭」封號的由

來。時任國貿局長的蕭萬長先生回憶因為美國火雞肉進口談判案，遭

抗爭農民蛋洗時的心情。由這段文字，我們看到一位真正有同理心、

能忍辱負重的國家文官，他在「回頭看決策」DVD紀錄片中也說 「這

是我該負的責任」，他的風範及氣度著實令人佩服。這也正是蕭萬長

先生公職生涯五十年一貫的信念。他所有的作為只有二個考量－國家

的利益及人民的福祉，一切的作為只要是符合這二個考量，過程中的

挫折及不如意，都是可以忍耐的。忍耐不是沒有意義，忍耐是為了要

負起該負的責任，消除百姓的怨氣，並要為國家爭取更多談判的空

間；為人民爭取更多的利益，最後得到如意的結果。 

  

 

 

1.摘錄自《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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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書簡介及內容摘要    

   「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一書由天下雜誌股份有

限公司於 2012年 5月 15日出版，共計 312頁；隨書並附精華版的「回

頭看決策」DVD紀錄片 1張。 

    全書由中華民國第 12任副總統蕭萬長先生口述，劉秀珍、齊怡、

蕭綿綿、陳妙香等 4 人採訪整理。蕭先生就其成長、求學及自 1962

年初任公職至 2012 年 5 月卸任副總統，擔任公職半個世紀中自己記

憶深刻，且對國家利益及人民福祉影響至深的事件做陳述，娓娓道出

其決策、談判、處理過程及影響，帶領大家回顧這段期間整體國家社

會及經貿發展，也讓人看到一位有為有守、全心奉獻為國家及人民的

公務員。全書除代序及後記外計有八章，編排如下： 

一、所以我說，很幸福 

      談家庭、求學成長過程、個人人格特質及求學階段之自我期

許，父親芳輝先生「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訓示則是其一生為

人處事的圭臬，平凡的家庭，清白的家風是蕭先生一路最大的支

柱。 

二、為五十年公職生涯，打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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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談公職生涯 1962-1972從外交部

科員到同期特考中最後一位外放馬來西亞吉隆坡任副領事、領事

之歷練、考驗及收穫。 

三、有這樣的長官，真好 

    談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降轉請調國貿局及在國貿局任內之

經歷。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外交受挫的年代，蕭先生請調

國貿局，受到時任國貿局長汪彝定先生有計畫的栽培及訓練；經濟部

趙耀東部長對其在國貿局任內的組織調整、業務流程精簡及法規變

革、修正的全力相挺，讓臺灣能在那個風雲際會的年代，自由化及國

際化速度能加速。蕭先生看出臺灣經貿發展必須轉型及兩岸關係正在

改變，爰就保護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修訂，及正視轉口貿易問題的迫

切性大膽向蔣經國先生建言，得到經國先生大力支持，為臺灣高科技

產業發展及兩岸經貿的開放做好了準備，讓臺灣免於陷入貿易恐怖時

代，國家權益能免於受損。      

四、走過，做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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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述其在國貿局任內進行制度鬆綁及組織改革之過程。將相關簽

章及業務流程簡化，部分工作下放相關單位審核，不再由國貿局一手

包辦，提高行政效率。重新定位國貿局的管理功能從進出口之審批轉

而為談判及拓銷。因應功能變革，有計畫的培訓國貿局談判及拓銷人

才，此一機關功能的轉變及變革，使國貿局對臺灣進出口貿易做出更

多更大的貢獻。 

    在國貿局任內諸多談判中最重要的談判則屬中美斷交前夕的永

久最惠國待遇及後來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談判。永久最惠國待遇談判是

最驚險也是對臺灣進出口貿易最關鍵的一次談判，蕭先生不負使命完

成了；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談判，讓臺灣免於受到美國特別三 0 一

條款的制裁。當時臺灣社會及中小企業保護智慧財產權觀念尚未建

立，但面對臺灣產業的轉型發展，開放及引進更多的技術及人才勢在

必行，若沒有建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制度，外來技術之移轉即會卻步，

影響臺灣經貿及產業之轉型及發展至深。蕭先生在談判桌上除了要說

服對手外，更要說服臺灣社會上的反對力量，雙重的壓力讓談判變得

更艱難。在無數次的談判壓力中蕭先生付出了只剩 4顆牙的代價，但

同時也累積了豐富的談判經驗及技巧。     

五、低調，非常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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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述在經濟部長及行政院長任內，從推動五輕、六輕、彰濱工業

區復工及新建核四案之溝通協調過程。 

    從高雄後勁民眾反對五輕設立、六輕投資地點選擇及與彰濱工業

區非法佔用土地民眾協商過程之溝通協調等。雖身為經濟部長，蕭先

生仍是鍥而不捨、親力親為，親赴後勁了解居民反對五輕設立之原

因，一一釐清民眾疑慮，指示中油公司改善，以誠意讓民眾了解政府

解決問題的誠意；亦曾親赴當時彰化縣周清玉縣長官邸拜會，討論彰

濱工業區復工問題，希望彰化縣政府協助。過程中均讓民眾及相關人

員感受他的誠意及平實，及凡事都是真正地站在他們的立場，設身處

地的想。他相信，只要低調、圓融、不攬功，就會有人幫忙一起解決

問題 2。  

六、沒錯，重心移到亞洲了 

    蕭先生從務實的國際觀談起，他認為經過二次金融危機，顯示了

世界經濟重已移至亞洲，臺灣要把握這樣的時勢順勢發展，基本上需

要有國際觀；國際上政治及經貿原則一定是互利互惠的，臺灣要與國

際接軌勢必更自由開放、開創更多國際市場、佈局全球。     

 

2.整理自《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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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先生在此一篇章中提到 1971 年退出聮合國時，也是臺灣貿易

正要起飛的時候，臺灣因為兩岸政治關係，很多時候在國際政治或經

濟舞台上會面臨許多的困難，只有拿出有遠見及務實的作法，以國家

未來的需要及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才能找到出路。兩岸關係現階段仍

是以經貿為主軸，以經貿漸漸產生互信，以此為基礎再發展其他兩岸

關係。      

七、回頭看，這些決策 

    一個好的決策應該是兼顧國家利益及百姓利益的平衡決策，且需

從制度上來解決問題，談林務局由事業單位改為公務單位、推動高鐵

BOT案及 1997年於行政院長及 2008年於副總統任內二度面對亞洲及

世界金融風暴的決策過程。這些決策複雜度高，影響層面又廣又深，

蕭先生陳述決策過程之轉折及決策後執行面不可預期之預算經費及

技術上的困難，如何經由相關單位協商一一克服。過程真的是有支

持、有反對，有掌聲、也有駡聲，決策的考量點其實就是「平衡」及

「福國利民」的那把尺，決策絕無法完美。 

八、基本上，我不是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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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先生從自身經歷由外交部基層科員一路到成為行政院長及中

華民國副總統的過程，鼓勵所有文官，身為文官只要努力把握每個歷

練及做事的機會，機會自然在其中，但最重要是要朝目標全力以赴，

身為國家文官一切作為應以國家及人民的福祉為依歸。即便後來選上

民意代表，還是不脫文官本色，只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全書內容讓人充分感受到這位曾身為中華民國副總統、行政院長

平實、誠實及務實的特有個人風格，讓讀者很容易隨著其陳述，回到

時光隧道進入書中的情境，一起再次回顧並感受蕭先生書中所陳述每

一個影響臺灣經貿發展的決策及談判，也對臺灣半世紀以來的政治及

經貿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每一章節結束並有家人、政商朋友及曾一

起共事的長官部屬的迴響，增加讀者閱讀的廣度，由這些人的迴響內

容更加認識微笑老蕭之所以為微笑老蕭的原因。   

    我個人求學成長的階段適與蕭先生在公職上衝鋒陷陣時間同

時，閱讀本書有更多的感觸，一次一次的將自己拉回過去四十年親身

經歷的每個發展階段，社會普遍貧困的臺灣、九年國教教育改革發展

的臺灣、退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處於外交困境的臺灣、經貿蓬勃發展

社會富裕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臺灣及大陸開放兩岸關係改變的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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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後心得 

  「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是一本平實的不能再平

實的口述歷史，沒有華麗的詞藻及鋪陳，但在蕭先生看似輕鬆娓娓道

來公職之路五十年歷程的背後，其實是一段又一段的困難、挫折及壓

力的彙聚，誠如蕭先生所言，過程真的是有支持、有反對，有掌聲、

也有駡聲，但只要把握「福國利民」這把尺，過程中的紛紛擾擾就不

是那麼重要。 

    這本書自 2012 年出版後，看了好多遍，每次看完闔上書本，都

不免要再回顧自己公務生涯的點點滴滴，其實還真有頗多雷同之處。

一路不忮不求，卻一路有好同仁相挺、好長官教導提拔及貴人相助，

擢升至國家文官最高之簡任職務，常自忖平凡如我，又無家世背景及

高的學歷，能升至國家文官最高之簡任官等，心中滿是感恩；在國立

大學良好的環境中學習、成長及服務，三十年始終兢兢業業，不敢稍

怠，從未稍減對己身工作的熱忱；心中時刻懸念的是不能辜負國家社

會的栽培、長官的提拔指導、父母的訓誨及期望，而這也是自己三十

年公務生涯最驕傲的地方。雖職位職務不同，不能如蕭先生對國家社

會的貢獻之大之深，但身為國家文官應有的基本信念及為國家做事、

為全民服務的態度應無二致。我想這不就是國父所言能力大者服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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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務，次之者服十百人之務之真意。茲將本書閱後心得啟示整理並

提供公務員同仁參考。 

不畏歷練及改變，增加自己全方位能力    

   「時勢造英雄」是我讀完這本書的感想。過去半個世紀臺灣社會、

經濟、政治上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改變，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戒

嚴到解嚴、農業轉型到工商業、專制到民主等；臺灣社會變得更自由、

更開放，也創造了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蕭萬長先生躬逢

其盛見證了臺灣五十年來的自由開放及轉型變遷之過程；公職生涯從

外交部、國貿局、經濟部、行政院、立法院到總統府到兩岸事務，我

想這樣的人生際遇絕不是蕭萬長先生從事公職之初所可預見或規劃

的。是這樣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提供了蕭萬長先生歷練及發揮專長

的舞台；蕭萬長先生也以不畏不懼的精神，面對每一次工作跑道的轉

換及挑戰，在公職生涯不同階段以其專業對臺灣這塊土地做出貢獻。 

有所為有所不為，不重過程重結果 

    綜觀蕭萬長先生五十年公職之路可說是「也有風雨也有晴」。尤

以 1978 年底中美即將斷交前，銜命赴美臨時受命擔任談判主談人這

一段往事最令人動容。在歡樂的耶誕節前後，在外交情勢最緊張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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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短短的二個星期內要完成攸關未來臺灣發展談判的任務，時間的

壓力及對談判結果未知的焦慮可想而知，這是臺灣與美國斷交前最後

的談判機會。蕭先生思考後，決定爭取實質對臺灣發展有益的經貿協

定，將談判主軸定調在「中美關稅永久最惠國待遇」上，因為在外交

艱困的時代，經貿是臺灣發展的命脈。蕭先生完成了這項艱鉅的任

務，讓臺灣進出口貿易在中美斷交後仍享有優惠稅率，維持臺灣貨物

出口的競爭力，這個談判決定關鍵 1980年代後臺灣經貿發展至鉅。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是 1988 年火雞肉進口事件。一張臺

灣國貿局長蕭萬長先生「西裝革履、蛋痕累累」卻仍微笑的照片，榮

獲年度報紙最佳攝影獎，那張照片看起來有點可笑但卻很誠懇，其實

現實的談判桌上也不外乎情。時任美國貿易代表署助理代表 Doral 

Cooper 女士回憶當時說：「我記得我看到他在報紙上的照片，我覺

得很難過，他被丟雞蛋的農民團團圍住，但他還保持微笑，微笑會融

化任何一個談判代表的心，但是在微笑背後，他是不動聲色地決心，

要盡力維護臺灣政治經濟上的利益，Vincent是貴國一個真正的愛國

者。」Doral Cooper 女士很傳神的描述了談判桌上蕭先生柔軟的身

段及在其背後堅定的堅持 3
，蕭先生要的是最終的結果，他認為「過

程終會隨時間過去，但結果的影響是深遠的」。 

3.《整理自回頭看決策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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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一份成就感應是大於一份薪水的意義 

    蕭先生在書中曾提及他很欣賞《官僚之夏》這部影片和書，主要

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群日本通產省的文官，想把戰後的日本從

廢墟提振起來，這群官員日以繼夜一起規劃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

在官僚體系規劃完整，文官有了共識後，大家再全力說服沒有理念的

大臣，讓大臣們在內閣會議中力爭，將政策變成法案，最後貫徹實施。

蕭先生之所以推崇應是因為他在國貿局及經濟部時也曾有類似經

驗，一群有理想的好同仁、好長官，在共同的目標及理想趨使下，不

眠不休工作、討論，希望為臺灣經濟做出貢獻。或許由《官僚之夏》

這部影片，他看到了自己和這群日本文官一樣，為了自己所愛的國家

全力以赴相同的場景。蕭先生也曾為臺美經貿談判，爭取最惠國待遇

而累到一次掉了 11顆牙；為了美國農產品進口談判，忍著父喪之痛，

打起精神走上談判桌，並承受農民丟雞蛋抗爭質疑 4。這是多大的壓

力啊！若非有一份使命感在，蕭先生又豈需如此做。這實在是給身為

公務員的我們最大的啟示，工作上一份成就感應是大於一份薪水的意

義。 

4.參《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頁 284-286；及《官僚之夏》，

頁 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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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應只是一個位子或一份薪水，而是一份定義自己一生的價值

所在 

    身為公務員，也許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如蕭萬長先生的際遇及適逢

風雲際會的時代背景讓大家發揮，但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不同時代公務

員可揮灑的空間，而基本信念應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對工作的熱情

及使命感。對工作有了熱情及使命感可以認清並肯定自身工作的價

值，傾全力在工作上，全力以赴努力往前，才能不辜負人民的負託及

期望。工作不再只是一個位子或一份薪水，而是一份定義自己一生的

價值所在，因此不斷精進及成長是絕對必要的，不斷成長才能讓公務

生涯不斷注入活水源泉，做為前進的動力，也才能蓄積更多的能力去

擔負更重的責任，為國家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公務員依法行政，更應本專業有積極的作為 

    綜觀全書，蕭萬長先生不論在任何職位，均可看到其積極作為及

正面看待事情的態度，遇到困難也常借力使力，化危機為轉機。從其

外放馬來西亞吉隆坡時，為免去僑民舟車勞頓之辛勞，改變作法，每

年至少二次帶著印信至新加坡為僑民辦簽證及其他事項；為維繫華僑

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積極爭取馬來西亞及臺灣政府讓馬國華校僑生

高中畢業後到臺灣讀大學之政策實現；看出經貿是臺灣未來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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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貿局任內推動組織調整、建立嚴謹的人員培訓制度、業務流程精

簡及法規變革、修正，以因應臺灣進出口貿易之蓬勃發展；在經濟部

長及行政院長任內，推動五輕、六輕、彰濱工業區復工及核四案新建；

因應產業轉型，推動建立智慧財產權制度體系；推動高鐵 BOT 案等，

在在顯示身為一位國家文官必須「本專業有所作為」，才能為國家建

立可長可久永續發展之基業及制度。 

    今天臺灣的問題除了未有較明確的國家願景及短中長期國家發

展目標及策略外，個人身為國家文官之一員，深感最大的問題是文官

的培訓及傳承，更明確的說就是人才問題。我們很迫切需要如同蕭萬

長先生一樣有國際觀、願意接受磨練，受到長官信任有計畫的栽培訓

練的文官；我們更需要有能識千里馬的伯樂，這是政府及所有國家高

階長官的責任。政府有責任營造更多學習、激勵以及歷練的環境條

件，鼓勵與培養我們的文官，讓我們的公務員是有解決問題能力的文

官，而不再只是依法行政的公務員，並讓這些文官能有機會擔重任，

為國家社會貢獻；每個公務員也要期許自己勇於接受挑戰，接受不同

工作的歷練，蓄積全方位的能力，在工作崗位上能有創新及前瞻的作

為，不論是在基層，或者是在握有決策權的管理階層，均能勇於突破，

依時代進步隨時檢討法規與時俱進，提出有遠見、對組織有利的變

革，期待會有下一個或下二個、下三個文官蕭萬長先生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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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說：「身在公門好修行」，語氣中似乎帶著些許的無奈。其

實若從正面積極的角度來看並非如此消極。蕭先生的註冊商標「微笑

老蕭」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微笑絕對是真誠的，他的微笑、他的忍

耐是為了達成他堅定的目的－福國利民；忍耐也絕不表示懦弱，因為

只有心平氣和才能理性的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那就是蕭先生所強調

的「不如意的過程，如意的結果」，這和自己三十年公務生涯謹守的

原則不謀而合。身為資深公務員，每每有同事或部屬認為我「不會推

工作、沒有原則、老是把事情往身上攬」，年紀較輕時曾深為同僚的

批評困擾，多年後的今天，經由不斷歷練，漸漸體認出「我的原則就

是要把事情做好」，只要是為組織有益的事就應全力以赴，心中也就

豁然開朗。有時我們會本末倒置的陷在過程的紛擾中而忽略了結果才

是最重要的。 

待人要誠懇、處事要圓融 

看完這本書，再度體認到誠懇及圓融的力量。本校楊前校長國賜

博士常以「待人要誠懇、處事要圓融」勉勵主管及行政同仁，凡事應

站在被服務者師生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只從行政單位工作上的方便

考量。在「微笑的力量」一書中，我們看到蕭先生在各個不同工作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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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的成功，除了其個人的專業及努力外，最重要的是他圓融謙虛、

誠懇、勇於任事、不藏私、不攬功的人格特質及知難不退、不怕改變、

不忮不求、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不論是在政策溝通協調的場景或是

現實血腥的談判桌上，除了專業、事前的準備、豐富的經驗及歷練外，

最重要的是要誠懇及圓融，將心比心考量民眾感受及兼顧談判對手的

立場，不斷溝通，取得民眾或談判對手的信任，才是政策順利推動及

為國家爭取更好談判條件的重要因素。 

肆、結語 

    最後願以蕭萬長先生所說「不是我的我不拿、不該得的我不強

求、該放下的我絕對放下，但是我不能改變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熱愛。」

5 及「因為微笑，就會讓自己放寬心，就會包容，不會太浮躁，也不

會太計較得失。微笑的力量真的很大！」6二段文字與大家共勉。「有

為者亦若是」，也以蕭先生五十年公職的經歷期勉自己，以專業及自

信創造屬於自己公務生涯的一片藍天。 

 

5.整理自《回頭看決策 DVD》。 

6.摘錄自《微笑的力量－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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