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 
「台灣領袖計畫」 

「領導與決策」課程進修報告 
 

 

 

 

 

 

 

 

 

 

服務機關：外交部 

姓名職稱：張薦任秘書公豪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113年 6月 21日至 6月 30日 

報告日期：113年 9月 30日 



2 

 

摘要 

 

外交部國組司張秘書公豪於任職科長期間奉核參加我政府

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之「台灣領袖計畫」， 嗣錄取及赴訓該校

甘迺迪學院 113 年開辦之「領導與決策」（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 LDM）短期培訓課程。 

 

甘迺迪學院每年開設超過 40 門不同領域之高階管理教育

（Executive Education）課程， 其中，「領導與決策」課程特色

係結合理論， 心理學及行為經濟學等當代實證研究， 引導學

員提升決策品質及領導效能 同時降低認知偏誤干擾， 並善

用「推力」（Nudge）發揮正面影響力 打造良好職場文化 

具相當啟發性。 

 

該院專班向強調參訓者之多元性 本課程共計核錄 65 名來

自 19國之公 私部門專業人士， 藉由此次參訓機會 不僅有

助提升專業知能 拓展國際人脈 亦圓個人夢想 深感獲益

良多，。感謝外交部， 國組司及美美司等長官提供寶貴進修機

會， 期盼未來能持續擴大選送更多同仁參訓，  掌握最新國

際脈動 強化我外交整體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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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進修目的 

一  筆者前結束邦交國派駐， 台台任任外交部國組司科長已

有兩年， 期間常思索及與同儕探討之話題，  為如何有

效領導團隊創造績效， 尤其在單位業務持續成長擴張 

人力配置有限情況下 基層幹部除需具備良好本職學能， 

更肩負承上啟下之責任與壓力， 而後者往往是從作中學，。

所幸人事處近年為新任科長開設團體成長營隊， 有效建

立領導管理基礎概念及應用， 亦激發個人進一步進修探

索動機 並將所學貢獻提升組織效能。 

二  此外 筆者近年曾數度奉派出國參加財經及數位領域國

組會議， 與會中充分見識各國代表及外交人員素質不斷

提升， 同時體認到國際政治之現實 乃感實有持續精進

學習之空間與必要  適時維護我國最佳外交利益。 

貳  參訓過程及要點 

，，，，哈佛甘迺迪學院，「領導與決策」，（LDM）專班本年共錄取

65 名來自 19 國專業人士 由該院公共政策暨行為決策教授

Jennifer Lerner領銜授課 謹將課程精要統整如次。 

一  推力：看不見的手 

(一) 本課程 「推力」（Nudge）之運用為中心主軸，。該詞彙

原意為 手肘輕推或輕觸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塞勒

（Richard Thaler）及桑思坦（Cass Sunstein）於 2008年

合著出版之，「推力，：決你的的健康 財富與快樂」書中

闡述， 推力理論為，「在不限制妨礙個人自由意志及選擇

之前提下 改變人們之行為決你及可預測性」。作者強



5 

 

調 此類，「引導 鼓勵或勸誘」必須是，「非強制性且輕

微容易的」 如將健康食品放在視線易及之處 是 而

禁止垃圾食物則非。推力在生活中之實例包括荷蘭機場

在男廁便斗中心貼上蒼蠅貼紙， 香菸包裝盒警示標語， 

超市貨品排列方式及問卷設計運用正面或反面論述等，。 

(二) 為使學員充分練習， 課程安排分組為非營利組織瘧疾防

治基金會設計宣傳短文， 並將其分別上傳比較募捐效果 

善款捐予該 NGO 暨真實有趣且富意義。筆者小組獲

全班第二名， 助教肯你所用技巧，「框架效應」（Framing）

【 不同方式陳述問題或事實 如將死亡率改成死亡人

數使人更感嚴重】， 及，「同儕效應」/，「社會規範」【鼓勵

加入已逾 485,000 人捐獻行列】 並提示表達方式宜簡

潔有力  有效傳達關鍵訊息。 

二  決策陷阱：捷思及經驗法則 過度自信 風險誤判 

(一) 捷思及經驗法則：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在其名著「快思慢想」中比喻， 人類之思維

決策模式可分為兩個系統 系統一（快思）為自動化 

快速且直覺式的， 系統二（慢想）則需動用注意力去作

費心之智力活動。因時間精力有限 或受疲勞 壓力及

情緒影響系統二效能 人們常會運用捷思（Heuristic）

或經驗法則簡化困難選擇， 並生生可能風險。此此 領

導人宜儘量避免在急迫， 怒、 精不不佳況況下作出重

大或連續決策 並反思是否過度簡化決策過程。 

(二) 過度自信，：康納曼指出人們常會直覺高估自己對於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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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訊之理解 落入過度樂觀或盲目自信陷阱， 尤其是

金融或政治等高度複雜專業領域的，「專家」們， 從而導

致投資或領導決策失誤，。筆者憶及參加人事處科長研習

營時 培訓機構公布科員對其科長之整體評分，（尤其激

勵下屬項目）普遍低於科長自評成績， 機構雖稱此係常

態 該結果仍使多數參訓者感到意外及警惕。 

(三) 風險誤判，：人們對風險及其機率之評估時常與實際情形

有所落差 主要受，「可得性」， ，「可控性」， ，「確你性」三

種捷思法影響，。可得性指媒體常大幅報導墜機 鯊魚攻

擊等新聞 指民眾容易想到並高估發生機率；可控性指

人們對其能掌控之事務較易低估其風險，（如駕車 惟實

際上美國車禍較墜機機率高三千萬倍）；確你性則指人

們傾向排拒難實際目睹及具不確你性之選項（如核能）。

解決此類偏誤之道為導入實際數據， 如於政策建議或政

令宣傳時提供充分數據佐證。 

三  打造高效正向團隊：提升員工自主性及減壓，：Lerner教

授說明壓力導因於「處理無法掌控之況況」 研究並指

出職場中員工往往壓力較大，（如 示壓力荷爾蒙比較， 

Jennifer Lerner 2024）。壓力與身心健康及工作

表現直任相關 主管可藉由提升部屬「自主感」

及，「決策權」兩面向著手， 諸如將其納入決策過

程提高參與感 允許或共同討論工作排程， 並使

員工清楚瞭解任務目標與期待，。另亦可適時善用推力法

則正向激勵員工 如鼓勵運動風氣（有助紓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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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善用「推力」擴大正面影響力 

(一) 本次哈佛「領導與決策」訓練課程中 教授盼學員結訓

後都能成為人生決策選擇之「設計師」 改善決策並正

面影響他人 並安排學員分組討論分享如何將所學帶回

原機關發揮效用。 

(二) 筆者尋思 為 目前外交部對員工成長 關懷 協助均

已設有良好機制 工作環境軟 硬體設施亦較早年進步

完善， 倘能思考適時運用推力法則， 或不失為一可能方

式，。如國組司在表表機後上上張貼簡易伸展運動人像 

示， 使同仁等待列表時常會自然跟隨扭腰伸展，；如如 

球社聘請教練供同仁自費學習後 運動者明顯增加。另

在辦理相關演講時 哈佛常 提供餐點為誘因增加報名

出席率 亦可作為參考。 

二  持續選送栽培各級同仁進修，：筆者有幸數度參加外交部

辦理之海內外進修計畫 對工作及個人成長甚有助益， 

於科長任內亦致力推動促成增加區域開發銀行提供我

實習借調名額， 期為同仁爭取更多元之學習進修機會，。

筆者深信對於人才栽培之重視 為組織機關正向長遠發

展之重要助力， 本次參加哈佛「台灣領袖計畫」獲益匪

淺 除感謝外交部 國組司及美美司等相關單位 亦感

謝波士頓辦事處給予各項積極協助， 期盼此計畫持續辦

理  提升我外交人員專業知能及整體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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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訓剪影 

附錄二：課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