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在 職 專 班  林 伯 殷 

壹、前言 

育部宣布自 1989年起，民間書商可

以編寫國小藝能科及活動科教科

書，經國立編譯館（簡稱「國編館」）審

定後由各校採用，但國小國語、數學、社

會、自然、生活與倫理、健康教育等主科

仍由國編館編寫。1996年教育部全面開放

國小一年級教科書由書商編寫，並以每年

增加一個年級的方式，至2001年全部國小

教科書將由書商供應，教育部只擔任審查

工作，國小教科書躍為「市場」交易的「商

品」。 

  對國小教師而言，統一的教材限制了

教學自主性，只有透過教科書自由化，才

有選擇教材的機會；對書商而言，開放教

科書市場，他們才能彼此競逐每年約一百

億元的教科書市場利潤（陳致嘉，1999）。

教育部開放書商參與國小教科書的編印工

作，是希望能透過「市場」機制，以符合

「多元化自由競爭需求」（教育部，

1996）。教科書市場，對書商而言是一個

「商機」、對國小教師而言是一種「選擇」，

就是「商業倫理」和「教師專業」在市場

機制下互動；本文以「社會契約論」的觀

點建構教科書市場商業倫理規範，再以教

師專業檢視，希望能對國小教科書市場運

作提出積極的建議。 

貳、國小教科書「市場」 

  「市場」是決定「需求與供給」的一

種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是解決經濟問題的

方式，亦即規範財產權與資源使用決策權

的準則。「自由市場經濟」是私人擁有財

產權與資源使用權的經濟制度；亦即為一

個具備就業自由、消費自由與私有財產三

條件的經濟社會。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資

源分配雖依個人自由意志，但仍有賴市場

調配，任何市場，皆由供需雙方形成，供

與需就是決定市場價格的兩股力量；人們

根據物品相對價格，決定他們的生產和消

費（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

1987：28）。 

  現行國小教科書市場可稱為「自由市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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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濟」，因為書商依自身條件考量進入

或退出市場，採用適當的市場行銷方式與

其它書商自由競爭，國小教師可在市場自

由選購所需教科書，價格雖不是買賣雙方

直接訂定，但也是經各書商提出，和代表

買方的各縣市議價委員會（註一）討論，

也能反映市場的商品價格，市場交易行為

需受有關法令規範及民意代表監督。國小

教科書市場中有學生、教師、書商、員工、

供應商、經銷商、補習班、教育部、地方

政府、立法院、地方議會⋯⋯等不同團體，

通稱國小教科書涉利者（stakeholder）；根

據Freeman and Reed（1983）的區別，涉利

者有廣狹二義，狹義定義是「對公司生存

或成功有關的團體」，廣義定義是「能影

響公司及被公司影響的所有團體」

（ William M. Evan and R. Edward 

Freeman，1993）。本文探討對象為國小教

科書狹義涉利者「教師」和「書商」，對

整個國小教科書市場運作所產生的影響。 

參、現行國小教科書評選問題 

  「書商編寫、教育部審查、書商行銷、

縣市教育局議價、學校選購、交付學生使

用、教科書評鑑」是現行國小教科書市場

的運作流程；商業化自由競爭，使得每年

六月國小教科書評選期戰況激烈，書商無

不卯足全力，極力爭取訂單。與過去相較，

國小教科書市場帶來「選擇增加、教學支

援增加、服務迅速、教科書內容更新速度

加快、本土化。」等優點，但也產生「書

商商業倫理」和「國小教師專業倫理」二

方面的問題。 

�書商有關的商業倫理問題 

  1.教科書編輯問題。編輯教科書需投

入大量成本，以書商「在商言商」的角度

而言，這項龐大財務負擔，當然要精打細

算，因此，教科書編輯的「理念、教材發

展、程序（註二）」就受到影響。 

  2.書商於學校內行銷教科書時，違反

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樣態（註三）有「贈品

促銷行為、利誘或其它不正當利益行為、

聯合行為、顯失公平行為（註四）、營業

誹謗」。 

  3.市場寡佔。公平會發現2001年國編

館「部編本」全面退出教科書市場前，「審

定本」書商已透過版權轉移、併購股權等

方式，形成五家競爭現象，倘若不正當銷

售行為不予規範禁止，未來可能形成高度

集中的寡佔市場，甚至回復一家獨佔之情

形，對國小教科書市場競爭機制及國民義

務教育之發展恐有不利影響（註五）。 

�與國小教師有關的教師專業倫理

問題 

  1.「程序不符（註六）、只允許部份

書商舉行學校說明會、任課教師未參與評

選、未迴避利益、專業能力不足」（註七）

是國小教師在教科書評選時所產生的問

題。 

  2.國小教科書評鑑問題。教材評鑑包

含於課程評鑑範圍內，以多元化方式實施

的評鑑結果，應有效利用於改進課程、編

選教學計畫、提升學習成效、及評鑑後檢

討（教育部，2001：15）。但現有問題是

大部分教師沒有或無能力實施正式課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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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所以無從得知教科書客觀使用結果，

教科書評選只能依靠使用時留下的經驗或

教師間口耳相傳的心得，這種鬆散方式，

無法對教科書評選做出精準判斷。 

肆、企業倫理社會契約論
（Social contract theory of 
business ethics） 

  社會契約並非指法律，而是指一種社

會上的隱性契約，其內容是關於一個國

家、社區、地球村、一群人彼此同意的價

值、基本信念、目的、行為規範、彼此的

期盼等。經濟或商業世界中的社會契約是

「企業與社會大眾彼此權利與義務的規

範」（葉保強，2001a：1-2）。 

  現代社會經濟活動是組織性生產，而

非個別生產。組織性生產就是企業，企業

的成立對消費者的好處是：1.生產效率提

高（專門化、提高決策素質、提升生產力），

2.生產穩定，3.有更多的資源來賠償，對消

費者有利；缺點是：1.資源耗損、污染，

2.大企業左右政府政策，3.生產者與消費者

關係疏離，4.個人尊嚴受損。企業對社會

影響有正負兩面，構思契約條文時必須全

盤考慮，不可偏廢。平衡企業與社會效益、

成本的社會契約至少應包含下述條件： 

  1.企業應為消費者提供高效率生產。 

  2.應為消費者在市場上提供更多的選

擇。 

  3.應為不合格、有毛病及危險產品所

造成的傷害作出適當賠償。 

  4.應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 

  5.應為工人提供生活保障。 

  6.應該防止或減少污染，不應損耗資

源。 

  7.應勇於問責。 

  8.應防止或減少政治權利的濫用。 

  9.應盡量減少工人的疏離感。 

  10應加強工人對工作環境的控制。 

  11.應避免工人的非人化或物化。 

  Donaldson & Dunfee 順此潮流提出

「整合社會契約論」，Donaldson：「企業

被視為一個生產組織，它的存在是為了滿

足消費者及工人利益，增加社會公益。要

達到這些目的，企業要依靠自己的一些特

別優勢及減少不利因素，這是企業作為一

個生產組織的道德基礎。社會契約亦可用

作生產組織表現的量度工具，即是說，當

這些組織滿足契約條件時，則它就做得

好，當它們做不好時，社會在道德上就有

理由責難它。」（Donaldson1982,54）整合

社會契約論係整合了宏觀的道德普遍性及

微觀的特別企業組織和成員間關係，有其

可取之處。（葉保強，2001a：3-10） 

  整合社會契約論是一個規範性理論，

主旨不在描述客觀事實，而是提出社群

（community）內的一些行為倫理準則。根

據Donaldson & Dunfee，一個社群就是一群

能自我定義，自我規範的人；他們彼此互

動，有共同工作、價值、目標，及有能力

為自己的行為建立規範。社會契約論假設

了區限的道德理性，即人們只能在特定的

決策環境內才能知道他們真正的道德取

向，優先性規則可用來解決道德規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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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社會契約論也有不少問題，真正的規

範辨認要靠內在於社區的規範、知情同

意、退出權利，但跨文化的互動中，要清

楚界定這些因素是困難的。（葉保強，

2001b：1-4） 

伍、國小教科書市場的商業倫
理─以「整合社會契約論」
為觀點 

  國小教科書市場的企業社群是「書

商」，消費者是「學生」（國小教師代理

選購），以整合社會契約論提出對書商的

倫理規範，須以國小教師專業倫理加以檢

証，如此，國小教科書市場才有機會除去

前述的問題、彰顯優點，運作機制才會更

健全。 

  以整合社會契約論觀點提出的國小教

科書書商「商業倫理」規範如下： 

  1.書商應為教科書消費者提供高效率

生產。 

  2.書商應為教科書消費者在市場上提

供更多選擇。 

  3.書商應為工人提供工作機會、生活

保障並減少工人的疏離。 

  4.書商應防止或減少污染，不應耗損

資源。 

  5.書商應勇於問責。 

  6.書商應防止或減少濫用政治權力。 

陸、教師專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6年發表〈關於

教師地位之建議書〉，其中提到：「教學

應被視為一種專門職業，它是一種公眾服

務型態，它須要教師專業知識及特殊技

能，這些都要經過持續努力及研究，才能

獲得並維持。此外，它須要從事者對兒童

教育及其福祉，產生一種個人及團體的責

任感。」因此教師專業自主應得到適當保

障，使學習者的學習權得以伸張。教師做

為專業人員應強調堅持自律，參與課程、

教材、教法、評量等選擇與制訂（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16-17）。 

  饒見維（1996：173）提出教師專業發

展內涵體系包括：「教師通用知能、學科

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

其中教師專業知能包括：「教育目標與教

育價值的知識、課程與教學知能、心理與

輔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教育環境脈絡

的知識。」羅清水（2000：65）提出教師

教學選擇權包括：課程選擇權、教學方法

選擇權、評量方式選擇灌。 

  教師法第十七條二款規定教師有「積

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的義務。教師以具

有的課程專業知識，參與教科書評選工

作，是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的行為；國

小學生雖是教科書市場消費者，因無專業

能力，所以無法發聲爭取權益。國小教師

兼具代言、評選、教學等多重角色，能否

善盡義務，教師專業是重要關鍵。 

柒、以「國小教師專業」為導
向對「國小教科書市場商
業倫理」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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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師專業能力」之一的「教材評

選能力」為依據，對「國小教科書市場商

業倫理」進行檢視，以了解「教師專業能

力」對教科書市場的影響，進而鼓勵國小

教師善用及增進自身專業能力，以對學生

學習負責。 

  1.書商應為教科書消費者提供高效率

生產。高效率生產代表成本降低，可反映

在市場上教科書價格的降低，「教科書議

價委員會」應有專業能力比較各書商生產

效率，激勵廠商提高生產效率。 

  2.書商應為教科書消費者在市場上提

供更多選擇。書商致力教科書及相關教具

研發工作，消費者才有更多選擇機會，「教

師專業」應能以教科書內容為主要評選標

準，杜絕收受贈品、賄賂，將書商導向良

性競爭。 

  3.書商應為工人提供工作機會、生活

保障並減少工人的疏離。書商提供高品質

教科書服務，「教師專業」能給予高度評

價，書商市場佔有率提高，必然能提供工

作機會，工作機會增加，就能選擇適當的

工件，生活保障相對增加。加強教科書服

務人員的專業能力，能提升服務品質，能

得到「教師專業」肯定，取得更好的工作

績效，工作有前途，疏離感就降低。例如，

部分書商將業務員派至師院，學習有關「九

年一貫」教改的課程，就能提升個人服務

能力。 

  4.書商應防止或減少污染，不應耗損

資源。書商合理運用資源，不使用贈品促

銷，並建立教材、教具回收再利用機制，

減少污染、節省資源，「教師專業」若能

認同，則廠商較能注意環境倫理問題。例

如，某自然科版本有飼養青蛙的單元，書

商提供給學生的應是台灣原生種青蛙，但

卻提供外來種牛蛙，若課程結束，任意放

生在台灣沒有天敵的牛蛙，台灣生態將因

此形成浩劫，所以書商必須事先評估每項

行為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註八）。 

  5.書商應勇於負責。書商重視教科書

研發、物理品質（註九）及產品安全，「教

師專業」應能判斷書商對產品的負責態

度，鼓舞書商加強品質管制。 

  6.書商應防止或減少濫用政治權力。

使用合法、合理的銷售流程，杜絕不正當

手段，節省公關費用，能提升書商正面形

象，讓教科書評選回歸基本「內容」競爭，

易得到「教師專業」認同，產生市場的良

性互動。 

捌、結語 

  國小教科書商業倫理的宏觀及微觀規

範必須由教科書市場內的書商共同遵守才

有意義，國小教師必須發揮教育良知，遵

守「教師專業」精神，才能促進市場正常

運作並向「善」發展，達成台灣教科書市

場開放的初衷：以自由化競爭的方式，提

升教材的「多樣性」、「本土性」，以提

升學生學習權品質。 

 

註釋： 

註一：各縣市議價委員會由地方政府、學

校行政人員、國小教師、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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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等專業人士組成。價格由書

商依教科書成本計算出每頁單價後

交付審查，議價委員會則對其合理

性進行討論，議價完成後，全縣市

採行此共同價格；各縣市間因議價

條件不同，價格有所差異。 

註二：教科書編輯程序為「規劃、編寫、

試用、修正」。 

註三：2000年 6月 28日公平交易委員會

「公平交易法對於審查合格之國小

教科書出版事業銷售行為之規範說

明」。 

註四：出版商濫用優勢地位妨礙交易相對

人自由決定是否交易，如代保管經

銷合約、或以干擾、糾纏或造成厭

煩等方法促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

等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之行為。 

註五：同註三。 

註六：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規定，由校

務會議訂定教科圖書選用辦法，並

公開選用之，且應由各有關人員以

會議型態議決，不得以個人決定。 

註七：2001年6月18日教育部台（九○）

國字第九○○八○九八○號「教科

書選購注意事項」。 

註八：參見2001年4月25 日〈荒野快報〉

第97期第1-3頁。 

註九：物理品質為外觀、內頁、裝訂⋯⋯

等製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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