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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美國安隆（Enron）公司的破產保護

案到前太電財務長胡洪九 200 億的掏空

案，近年來，企業醜聞時有所聞，此等欠

缺企業倫理，甚至於違反法律規章的案例

層出不窮，似乎沒有隨著教育的普及而有

所減少，反而藉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跨越國

界的藩籬，成了跨國性的問題，讓我們付

出了更重大的社會成本，倫理議題因而廣

受各界所關注。職業教育的推行在過去為

台灣造就了許多的奇蹟，然而隨著全人化

時代的來臨，倫理教育的議題逐漸的受到

各技專校院重視，進而陸續的開設與倫理

有關之課程。其中又以企業倫理最多，無

非是希望藉由企業倫理的教學以提升學生

的倫理價值觀。 

貳、企業倫理的發展 

倫理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規範，企

業倫理則是企業與倫理之間的交互作用，

目的在探究經濟體系中道德與不道德的行

為（DeGeorge,1987）；Lewis（1985）認

為企業倫理是一種規則（ rules）、標準

（standards）或信條（codes），目的在使

企業能從事合於企業倫理的商業活動。因

此，可將企業倫理視為個人倫理規範的延

伸，只不過其考量的出發點，從個人提升

為企業組織而已。企業倫理這個名辭由來

已久，隨著時間的演進從模糊到明確，

DeGeorge（1987）將企業倫理的發展分成

下列五個階段：  

 1960 年代以前：當時企業倫理的概念

很模糊，多以神學或宗教的觀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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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的公平與工作環境的適當等問

題。 

 1960 年代：產業發展造成生活環境被

污染，社會充滿著反商情節，人們開

始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產生反

省，但大都只強調合法性，尚未探討

到企業倫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1970 年代：在此時期，哲學家加入探

討，並提供一些新的觀念性架構，使

得企業倫理從管理者的觀點擴大到包

括員工、股東與消費者的觀點。 

 1980 年代中期：此時由於學術界的學

者投入該領域進行研究，使企業倫理

在此時期成為專業領域並逐漸系統

化，企業界也紛紛舉辦企業倫理相關

的教育訓練。 

 1985 年代以後：企業倫理的發展逐漸

跨越國界，成為一個廣泛的學術領

域，研究的範圍涵蓋了企業中的倫理

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成為一個完整的

領域。 

企業倫理最初從宗教神學的觀點興

起，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完整的領域，其

所探討的範圍並不只侷限於企業的社會責

任，還包括了與股東、員工、顧客、供應

商、政府、社區等與企業有利益關係者。

因此，不能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業倫理

混為一談。廣義地說，凡是與商業活動有

關的倫理，都可將其歸為企業倫理的一

環。 

捎、學校企業倫理教育的重

要性 

「倫理可以教嗎?」這個答案是肯定

的。Klenin（1998）、Borkowski 和 Vgras

（1992）、邱文松（2002）等之研究均證

實，對學生施予倫理教育，將有助學生產

生正面的倫理行為。企業倫理教育之所以

逐漸受到學校重視，除了上述相關之實證

研究之外，Pierson（1976）提出的《美國

企業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以及 Gordon和 Howell（1978）

合著的《商業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都強調企業倫理的教育應在

就職前實施，受到這個觀念的影響，技職

學校中才逐漸有了企業倫理課程的設計。

（Weber,1990） 

倫理的形成深受價值觀的影響，並非

一朝一夕可以養成，因此，企業倫理的養

成須向下扎根到校園內。全球最具權威的

教育機構－哈佛商學院，自創校到 1987

年，共開設 24門論及企業倫理和企業社會

責任為主題的課程。其中 23門列為必修，

更在 1988年推動教育改革方案，要求所有

新生在一年級必須先修七門有關「道德」

的課程，這項改革引起商管教育對道德課

程的重視。游景新（2000）的研究亦顯示

大學是建立學生企業倫理知能很重要的場

所，學校可透過教學來增進並培養學生的

企業倫理知能，這對他們未來職業生涯會

有很大的幫助，不僅如此，企業倫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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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行更可提升社會企業倫理的品質。立

法院諸公有鑑於企業倫理課題的重要性與

教育意義，於民國 92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

第五屆第四會期報告中也建議學校應加強

學生的人文及企業倫理之訓練。 

肆、企業倫理課程發展之現況 

為使大學追求學術卓越發展的同時得

以兼顧基礎教育及重點特色之建立，教育

部特別自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中，

提撥 15 億元推動「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

畫」（高教簡訊，2001），其中「企業倫

理課程實施方式」和「企業倫理與倫理決

策能力提昇」兩項子計畫，和企業倫理之

議題均有關。黃柏翰（2004）之研究亦顯

示在各大專院校中企業倫理課程之開設非

常普遍，國內各大專院校亦陸續的舉辦與

企業倫理議題相關之研討會（如表一），

深入探討企業倫理相關議題，以供學術界

與企業界參考，從研討會舉辦的單位可發

現企業倫理之議題除普通大學外亦廣受技

專校院所重視。技專校院近年來，更由於

科技大學的擴充和通識教育中心的設立，

使得技專校院在課程的發展上，不再侷限

於專業課程，而是同時兼顧職業和基礎課

程，以期能培養出符合時代所需的人才。

技專校院 94學年度有開設倫理相關課程的

學校共有 43所，其中又以企業倫理課程最

多（如表二），其次為資訊倫理、幼兒保

育專業倫理、專業與倫理、工程倫理、環

境倫理和生命倫理等 40餘種課程。 

 

表一 企業倫理相關議題研討會 

學  校  單  位 年度 研  討  會  名  稱 

88 年 第一屆企業倫理座談會 

89 年 第二屆企業倫理學術研討會 

91 年 第三屆企業倫理學術研討會 

92 年 第四屆企業倫理學術研討會 

玄奘大學 

95 年 第五屆企業倫理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中央大學 88 年 企業倫理與永續發展研討會 

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 93 年 企業倫理研討會 

中原大學商學院 94 年 2005 海峽兩岸商學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嶺東技術學院 91 年 企業倫理研討會 

92 年 第一屆企業倫理暨實務研討會 
明新科技大學 

93 年 第二屆企業倫理暨實務研討會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93 年 元培第一屆專業倫理學術研討會 

南台科技大學 93 年 專業倫理教育演講暨座談會──企業倫理 

醒吾技術學院 93 年 企業倫理研究與教學研討會 

資料來源：本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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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技專校院倫理課程開設概況 

課 程 名 稱 開     設     學     校 合計

1. 企業倫理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明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萬能科技

大學、育達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修平技術學院、昆

山科技大學、醒吾技術學院、正修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台中技術學院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大漢技術學院

、樹德科技大學、遠東技術學院、和春技術學院、雲林科

技大學、德明技術學院、美和技術學院、南台科技大學、

致理技術學院、德霖技術學院、龍華科技大學  

24

2. 資訊倫理 
萬能科技大學、醒吾技術學院、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遠

東技術學院、聖約翰科技大學、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6

3. 幼兒保育專業倫理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昆山科技大學、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

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環球技術學院  
5

4. 專業與倫理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輔英科技大學、美和技術學院、中台科

技大學  
4

5. 工程倫理 
聯合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雲林科技大

學  
4

6. 環境倫理 
萬能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環球技

術學院  
4

7. 生命倫理 輔英科技大學、崇仁專校、遠東技術學院、美和技術學院  4

8. 職業倫理 台灣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3

9. 資訊倫理與法規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大漢技術學院、弘光科技大學  3

10. 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明新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3

11. 醫護倫理 美和技術學院、弘光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

10. 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明新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3

11. 醫護倫理 美和技術學院、弘光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

12. 醫學倫理 美和技術學院、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

13. 職業倫理與道德 大同技術學院、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龍華科技大學  2

14. 職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昆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2

15. 保育人員專業工作倫理 屏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2

16. 商業倫理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

17. 企業文化與倫理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

18. 企業文化與職場倫理 大漢技術學院  1

20.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修平技術學院、致理技術學院  1

21. 企業倫理與環境保護 聖約翰科技大學  1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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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續） 

課 程 名 稱 開     設     學     校 合計

22. 倫理與社會 育達科技大學  1

23. 當代倫理議題 雲林科技大學  1

24. 專業倫理與形象管理 明新科技大學  1

25. 專業生涯與倫理 美和技術學院  1

26. 網際網路倫理與法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

27. 科技倫理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1

28. 社會工作倫理 屏東科技大學  1

29. 工作倫理 明新科技大學  1

30. 環保倫理 遠東技術學院  1

31. 餐飲倫理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

32. 接待禮儀與專業倫理 朝陽科技大學  1

33. 幼保專業倫理與生涯 昆山科技大學  1

34. 幼保人員專業成長與倫理 南亞技術學院  1

35. 生物倫理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

36. 醫事倫理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1

37. 藥事執業倫理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1

38. 護理倫理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

39. 物理治療倫理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

40. 獸醫法律與倫理 屏東科技大學  1

41 新聞倫理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

42. 倫理學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

43. 應用倫理學 遠東技術學院  1

44. 人類發展與倫理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

45. 關懷倫理 弘光科技大學  1

46. 生科技術與生命倫理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

47. 兩性倫理 遠東技術學院  1

48. 非營利組織管理與倫理 遠東技術學院  1

＊括號內所代表之數字為各校開設該課程之系所數量。 

資料來源：本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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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企業倫理之教學 

教師是執行教學的靈魂人物，多數人

認為企業倫理之教學因為要結合企業實務

與倫理理論兩個領域，符合跨領域的教師

不多，以致於師資難覓。這種觀念似有待

修正，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只要持之以

恆的勤於彙整各相關領域知識，並能引導學

生做倫理的分析及討論，都可以教授企業倫

理。（吳成豐，民 92；Freeman, 1991） 

一、教學內容 

倫理規範的內容並非一層不變，而是

會隨不同的社會環境而有所改變，例如過

去企業生產所造成的污染並不受到重視與

規範，但隨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以及企

業社會責任觀念的建立，環保相關議題成

了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甚至成了國際共

同遵守的重要準則（如京都議定書），因

此，企業倫理的教學內容亦要能符合時代

所趨。狹義來說，企業倫理的內容僅包含

企業倫理課程，依 Schoenfeldt等人在 1990

年之調查歸納企業倫理課程的主題包含有

倫理理論的介紹、企業與倫理之關係、受

雇員工的道德責任、工作者差別待遇、與

消費者的關係、環境保護以及工作場所的

重要議題等七個領域（陳聰文，1993）；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只要是商業活動所牽

涉到的倫理議題，都可算是企業倫理的一

環，例如工作倫理、資訊倫理、專業倫

理、職業倫理、工程倫理……等。隨著商

業活動的多變與複雜，所影響的倫理議題

亦隨之增加，例如智慧財產權、法律素養

等。有鑑於此，學校開設之企業倫理課程

內容上應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二、教學方法 

倫理雖然不容易教，但卻可以透過分析

及討論的方式來達成。（吳成豐，2003）

企業倫理的教學牽涉到許多道德判斷的議

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企業倫理教學可

看成是一種道德教學，可採情意陶冶取向

的教學法。一般企業倫理常採用的教學法

有道德討論教學法、個案教學法、價值澄

清法、角色扮演法，玆分述如下：（黃政

傑，2000） 

 道德討論教學法 

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提出者 Kohlberg

認為在道德的教學中適合採用討論教學

法。（引自陳聰文，1993）討論教學法是

藉由討論假設或真實生活中道德兩難的故

事，教師應闡述故事中包含的道德問題，

並闡明道德觀點，讓學生與道德認知發展

階段比自己高的同學，進行公開討論，讓

學生產生道德衝突的兩難情境，以提升學

生的道德層次。其教學過程如下： 

1. 藉由類化作用引起動機； 

2. 呈現道德兩難的故事； 

3. 提出兩難問題讓學生思考並提出個

人主張； 

4. 立場確立後予以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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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組討論完給予小組報告主張與理由； 

6. 教師引導結束討論。 

 個案教學法 

採用個案教學哈佛商學院是相當成功

的例子，使得個案教學法成為商業學科中

非常有效的教學法，亦是企業倫理非常重

要的教學方法之一。個案教學沒有固定的

教學方式，教師在教學中應扮引導而不控

制、參與而不干預、整理而不修正、鼓勵

而不強迫的角色。哈佛大學自 1920年即成

立個案發展中心，目前美國已累積出版極

多的個案教材，反觀台灣較晚發展個案教

學法，因此，在個案教材的發展上仍有有

待努力。 

 價值澄清法 

價值澄清法是透過「珍視、選擇、行

動」的過程，引導學生對自己的情感、信

念和行為作自我分析及反省，以導出行

動，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可以澄清自己的

價值觀，並察覺他人的價值，使自己在衝

突和混淆的價值中，建立屬於自己的價值

體系。在價值澄清教學法的過程中，教師

乃是幫助學生就其所評價之事物，進行價

值的釐清，而不是誘導學生接受教師的價

值體系。其教學步驟如下： 

1. 面對倫理問題找出各種可行的方案； 

2. 評估各種可行的方案； 

3. 訴諸理性做出理性和自由的抉擇； 

4. 公開的表明自己的立場； 

5. 根據自己的信念去實踐生活。 

 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法是藉由故事和問題情境的

設計，讓學生設身處地扮演故事中的人

物，再經由團體共同討論和在扮演技巧的

運用，來幫助學生練習各種角色的行為，

此法最容易讓學生設身處地去體驗種種經

驗。角色扮演法的教學過程，教師有進行

各項步驟與引導學生的責任，但討論及扮

演的內容必須取決於學生，教師應以接納

的方式幫助學生探討情境的不同層面及不

同觀點。在教學的實際運用上，可藉由扮

演、討論、再扮演、再討論的方式來進

行，藉由親身經歷使學生對所探討的問題

印象深刻。 

企業倫理的教學方法並沒有固定，各

種方法都有其適用的情境，教學的過程複

雜且多變，教師可視其需要選擇適合的教

學方法，然而，各種教學方法之間並不具

有排他性，教師不應只侷限於使用一種教

學方法，而必須要有「教學有法，而無定

法」的認知，教師可採一法為主、多法為

輔或是多法交互使用的方式，以提高教學

的成效。 

陸、結語 

企業倫理的提倡，其重要性已經凌駕

組織、策略、計畫等管理活動之上，成為

企業經營成效的關鍵。（Paine,1994）為了

培育符合企業所需的人才，技專校院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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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投入企業倫理教育，綜觀國內企業

倫理之課程大多開設在商學院，然而，企業

經營所參與的人員並非只有商學院的學生，

企業倫理相關課程之開設不應侷限在特定

系所，建議未來應將倫理課程開設在通識

教育的課程中，並冀盼技專院校教師們能

將企業倫理議題融入專業的教學，讓基礎

教育得以落實，以培養未來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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