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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百年來人類在資本主義的盛行之下，促使科技突飛猛進，經濟發展更

是欣欣向榮，但由於企業經營管理皆以追求最大獲利為目標，因此其經營管

理亦偏向於物質化，加上急功好利的欲求，人心之「貪念」自然孕育而成，

於是挪用企業資金、假造不實財務報表、掏空企業資產、利益輸送等等，

掏空舞弊案件層出不窮，輕則身敗名裂，重則破壞金融秩序，危害社會大眾

家計生存。另發展經濟的同時，人類對地球生態資源予取予求，認為可以戰

勝大自然，濫墾濫伐的結果，竟是製造天災地變的行為，人類也為此事，正

自食惡果。 

 

本研究透過佛法「唯識學」之概念，探討人類起心動念之間，與企業經

營管理及經濟發展的因緣關係，了知「相依而生，相依而滅」之理，因此以

質性研究方式，對專家進行完全開放式的訪談，並以實例輔助理論說明。藉

此研究闡述企業經營管理的物質化，孕育人心易起「貪念」；企業經營管理其

研發創新皆以「利益人類」為中心思想，雖然造就經濟發展欣欣向榮，背面

裡對自然生態環境開發資源時，恣情的濫墾濫伐以及無知的破壞，造成目前

人類生存環境災難頻傳，已危及人類生命安全。這種現象實是人類自種惡因，



 

經過因緣成熟，業感緣起，自作自受而來。 

 

為求解決之道，人類必須認知自己依附在地球之上生存，與自然生態環

境定要和睦共處，對其開發不得索求無度，建立「相依而生，相依而滅」的

因緣觀，了知企業研發創新產品，不但要利益人類還要保育自然生態環境，

更要確保廢棄回收不污染生態環境，確實發展善淨的經濟環境為依歸。另由

日本江本勝博士的水結晶體實驗結果，得知人的心念可以改變外在物質現

象，因此「心淨則國土淨」之說所言不虛，不但所言不虛，尚可依此理念，

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與自然生態環境相依共存。心念清淨無貪，外在生活環

境自然清淨圓滿，因為人類真正的幸福，是來自於心靈上智慧性的滿足，而

非六根對六塵之間物質化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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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alence of capitalism has facilitated rapid progress and thriving 

development in both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ver the last century.  However, 

businesses usually aim at pursuing profits as much as they can, which then leads to 

material-oriented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desire for making 

an easy fortune has naturally given rise to “greed＂ in human beings.  As a 

result, the events in relating to corruption or embezzlement such as 

misappropriating corporate funds, falsifying accounts, emptying corporate assets, 

conveying unjust interests and so on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Minor cases may 

cause one to lose fame and reputation while major ones may destroy financial 

order and jeopardize the livelihood of the public in the society.  While developing 

economy, human beings think they can conquer Mother Nature and endlessly 

exploit the resources in the eco system.  Over-development and deforestation 

result in natural disasters.  Inevitably, human beings are tak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In this study,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Consciousness-Only” (Yogacara) is 

applied to discuss the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mind,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the meaning of “being 



 

interdependent to live and being interdependent to di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ept, this paper will be carried out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Open interviews 

with the experts will be conducted.  Real-world cases will b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theory applied.  In other wor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vey 

that materialized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form an environment which 

easily nourishes human “greed”.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also trie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R&D and innovation unde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are generally based on “benefiting human beings”.  Though human beings have 

experienced prosper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equent disasters have put human 

lives in danger because of deforestation and over-development in a reckless and 

ruthless manner held by mankind as well as ignorant destruction while they ar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phenomenon is a result of rude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When the time comes, human beings will have to 

take the consequences and face the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For seeking a solution, human beings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y depend on 

the Earth to survive and they have to live harmoniously with Nature.  Human 

beings should not over-develop and crave for natural resources. In contrast, they 

should establish the cause-and-effect concept – “being interdependent to live and 

being interdependent to die”.  It is necessary for businesses to consider not only 

benefiting human beings but also preserving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 

system.  Furthermore, human beings have to ensure that waste materials will be 

recycled for avoid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ave them a righteous and pure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s on water crystals carried 

out by Masaru Emoto, a Japanese PhD, shows that substances can be changed by 

human mind.  His research proves that the Buddhist saying, “pure mind, pure 



 

land”, does exist.   The principle of the verified saying can further be applied to 

change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in order to co-exist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en greed is replaced by purity in human mi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naturally becomes tranquil and whole.  This is because the true 

happiness is derived from fulfillment in spirit and wisdom rather than materialized 

satisfaction of the Six Sense-organs (or Six Indriyas) with the Six Dusts (or Six 

External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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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高科技的時代裡，人類對於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均有一定程度的認知，其

中當然也包括企業經營與管理的知識及技術。企業對內管理的主體是「人」，

對外經營的對象也是「人」，然而要使一群人融合發揮成強而有力的行為能量，

其關鍵在於「人的思惟模式」，如何妥善經營並管理「人的思惟模式」，使其

成為企業成功經營之主要資產，這才是企業經營者所應該思索的課題。 

 

  在消費意識不斷上升的生活裏，無論企業如何盡其所能，將一切經營管理

之技術都派上商場，一切的人際溝通技巧都用上，商場上的衝突還是在所難

免，雖然是高科技時代，生活越是現代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卻愈來愈淡薄，

經由經濟繁榮生活富裕的過程，人們也在享受豐饒物質之下，對於工作的價

值，生活的態度，與以前那種傳統社會價值觀相比，已經有了明顯的變化，整

個社會新的生活價值觀因而隨之改變，企業經營管理方向更不得不隨而變之，

這些快速的改變讓大多數人迷失了方向，使得原本勤奮規矩的生活態度也轉變

得讓人不知不覺，無論是個人、企業、社會及經濟發展秩序都在重建，常常使

人在價值判斷上無所適從。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無論企業經營管理的技術如何科技化，思惟如何現

代化，企業在最近的二十年間，舞弊案件層出不窮，國內有東隆五金、廣三

集團、國揚實業、長億實業、中強電子、中央票券、國華人壽、太平洋電線

電纜、力霸案、勤美建設、太子建設、大同公司等，國外有美國安隆案、美

國泰科公司(Tyco)、美國 HPL、美國世界通訊(WorldCom)、義大利帕瑪拉 

( Parmalat )等，目的都是掏空企業資產，對特定人做利益輸送，或以企業名



 

義欺詐金融機構，並洗錢海外圖利個人。企業舞弊案林林總總，無論是作假

帳、掏空資產、利益輸送等等，其結果不但企業財務及名聲受損，更是擾亂

經濟秩序。這些問題的根源都出在於「人」，而且是在於「人心」的貪念。 

 

人類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只相信亞當斯密的《國富論》，因為它主

張那隻「看不見的手」，政府不必干預，讓經濟市場自由放任，卻不知亞當‧

斯密發表「道德情操論」在《國富論》之前，《道德情操論》才是經濟發展

之本。人們只一味引用《國富論》而似乎忘記了《道德情操論》，原因在於

「國富論」認同人們的自利行為；自由放任的經濟市場加上單純自利行為的

結果，使人忘記了道德的意義，低道德觀念的自由競爭，讓人無法感受到《道

德情操論》裏，亞當‧斯密所描述的一段話：“幸福存在於平靜當中，但平

靜的心情是必須透過培養，除了物質生活所需的技能之外，人類還需要一些

培養道德感的能力＂。企業於經營的過程當中，為了求生存必須與其他企業

相互競爭，成本要低、利潤要高，只為了淘汰競爭者。企業為了降低成本方

便取材，不斷的消耗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甚至已到了危害人類自身安

全的地步。 

 

《道德情操論》是亞當‧斯密的倫理學著作，首次出版於 1759 年，亞當‧

斯密去世前共出版過六次。亞當‧斯密將人們遭遇不幸時他人所產生的“同

情＂，認為是人類天生的基本美德，人類因情感的互動構成了社會生活，道

德正義對於社會活動和市場經濟的運行非常重要，其內容鼓勵同情和利他的

行為，不但沒有主張人性的自私，反而崇尚人性的道德情操。與《國富論》

裡那隻「看不見的手」，認為市場經濟不必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即能達成互

利的和諧社會，因此認同自利的行為，前提是排除人與人互動而產生同情心。

尤其在物價膨脹、道德低落的時代裡，各國政府常常會有一些政策，證明《國

富論》裡那隻「看不見的手」主張，似乎不能完全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 



 

 

《道德情操論》內容有三個重點： 

一、人與人之間會有同情心 

「人的天賦當中會流露出一種自然的本性，會把他人的幸福與否當成是

自己的事來關懷，這種本性使人類會去關懷他人的處境，當別人遭遇不幸時

就會自然流露出憐憫或同情的情感。」這與儒家的思想相同，更與佛家的慈

悲之心類似。 

 

二、「公正的旁觀者」由同情轉化而成 

《道德情操論》第二卷中最重要的邏輯轉換，是從「同情」轉化成「公

正的旁觀者」。亦即是公正的旁觀者的仲裁力對人類行為發生作用，而成為社

會道德性的獎勵或懲罰，換句話說，也就是社會輿論。亞當‧斯密發現同不

同情已經不只是人際關係中的和諧不和諧問題，而是已經成為社會道德性仲

裁力量的輿論了。   

三、「公正的旁觀者」如何實際影響人類社會 

「公正的旁觀者」保證了社會理性的價值觀，因此「公正的旁觀者」便

是依靠理性的價值觀而產生，並且藉由大多數人的認同感，而對人類行為產

生良心上的約束。社會上每個人的行為，都會在意「 公正的旁觀者」的仲裁

力，所以「公正的旁觀者」不只是社會輿論，也代表眾人的情感。每個人都

希望能得到別人的認同，不希望獲得他人排斥， 除非他完全不在乎社會觀

點。總而言之，人類為了要獲得別人的認同及揚讚，於是「公正的旁觀者」

便產生了對人類社會行為的實際影響。 

 



 

有部份經濟學者研究亞當‧斯密一生撰寫的《國富論》及《道德情操論》

兩大鉅作時，都會有相互矛盾的衝突感。要同時對經營者談論《國富論》的

自利觀點，又要對其循循善誘《道德情操論》的利他觀點，根本是一件困難

的事。因為“自利＂常伴隨著“自私＂，也就是“貪念＂，於是企業舞弊、

自然環境破壞，道德低落在現今社會裏展露無遺。 

 

佛教常常被當成寄託的對象，因此普遍呈現出一片祈求的現象，到處可

見求佛菩薩保佑生意興隆、添丁發財、學業進步，富貴功名，身體健康、感

情順利等等，完全把佛教建立在滿足個人的私欲及貪念之上。本研究以佛法

因緣觀的理念，來探討企業經營管理及經濟活動之間的關係，目的就在於消

除人類因為起“貪念＂，所帶來企業舞弊、自然環境破壞、道德低落等相關

問題。 

 

總結上述說法，我們可以發現，現今人類所面臨的問題，在於人的「心」

出了問題，因此，即使設計出許多嚴謹的管理制度，也很難規範到無形的「心」

的活動；再者，由於人心難防，管理者被迫訂出更嚴格的制度來防弊，無形

中提高工作的成本，形成一個惡性循環。因此，正本清源之道在於--「由心

下手」；只有從心的根本上來斷除人類的惡念與雜念，或者說，透過可行的

方法將惡念導正成善念，方有可能配合制度的管理，提升公司的管理績效；

也唯有如此，才能建立人類對自然資源永續利用的正確觀念，使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或資源利用之間取得平衡，不致於出現竭澤而漁的情況。 

 

在佛教的經典中有很嚴謹的理論(唯識學)討論「心」的活動，同時也有

許多修行的法門(例如，參禪打坐與念佛等)可用來了解並控制人們的念頭。

因此，若能了解並熟悉這套理論，就能有系統的對「心」的活動有充分的了

解，定可幫助現代人解決目前管理與經濟的問題。然而，由於佛教經典多以



 

古文撰寫，讓大多數現代人難懂而失去親近佛法的機會，使得佛陀的智慧與

慈悲無法廣為人知，殊為可惜。因此，本論文的目的在於，以較淺顯與白話

的方式來介紹佛法的因緣觀，以了解人們念頭的變化，進而達到「做得了主」

的狀況，使自己的心不受妄念的影響，隨時保持一顆清淨的心，若人人皆能

如此，則人類的許多社會經濟的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再者，對個人而言，

若能在工作中時時保持這種境界，則工作效率定能提升，有充足的智慧來應

付日漸繁雜的商業活動。除了介紹佛法外，本論文亦透過個案訪談的方式，

了解學佛的同修(個案)如何將佛法應用在他們的事業中，以佐證本文的論點:

「佛法不僅能幫助人類解決問題，亦可幫助個人事業的成功」。 

 

佛法之內涵不容許被那些只求“佛菩薩保佑＂而不懂得向自己內心探索

的現象所蒙蔽，因此本研究以佛法之“因緣果報＂理念 ，作為研究工具，祈

能發揚佛法在人間的作用及對人類的生活實益。世尊說法四十九年基本上是

以「人」為教化主體，所以人人六根對六塵的作用及五蘊的概念，就成了佛

法一切因緣觀開展的基礎，也是佛陀宣揚佛法的開始，認識這些因緣觀便能

瞭解人類社會一切工商業行為、經濟活動，情緒變化形形色色等現象，無論

物質、精神狀態的遷流更替，定能窺知一、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現代企業經營管理及經濟活動的理論與技術，均透過科技計算實驗印證，

可說是擁有非常科學的先進水準，但人類在“貪念＂驅動之下，價值觀變得模

糊，道德相形低落，再好的典章制度都無法規範人類“貪念＂的弊病，唯有引

用佛法“因緣果報＂的觀念，從內心引導，且落實在生活上，當可改善“貪念＂

的弊病，將人心導向“幸福無懼＂的生活型態。 

 



 

佛教不應該被定位為單純的宗教，佛陀為教化世人，依眾生因緣隨處說

法，使其離苦得樂，扮演教育家角色，佛教以師道之性質教化眾生，希望眾

生皆能享有與佛陀一樣證悟的解脫自在。 

 

佛陀在禪定當中，瞭解眾生在天地宇宙之間的因緣互動關係，將此真相

教化一切眾生，因此佛法也是人與天地宇宙萬物溝通之藝術。 

 

佛法以〝心〞為本源，一切萬事萬物皆為心念波動所成，只要淨化心源，

外在自然美化，所以佛法更是心靈的美容師。 

 

佛法是“緣起論＂，其教化的主體還是在於「人」，祈求佛菩薩保佑並

非不行，但那些都只是副產品，無法展現提升心靈的層次。由六根對六塵的

作用及五蘊的觀念切入，提倡放下我執，漸漸進入內心世界，以眾生互助的

理念，取代自私性的競爭，慢慢有了定力，再進入深層意識狀態的“唯識＂

觀念，漸漸產生智慧，即能由「善法緣起」，產生改變外境的良性循環作用。 

 

先由物質層面     進入心理層面     再進入深層意識世界。由此可見

佛法不離世間法，以六根對六塵的作用、五蘊的觀念為起點，說明人性可以

透過佛法的薰習而提升心靈層次，進而建立“幸福無懼＂的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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