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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油連環爆，而且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連橫跨兩岸、過去值得消費者信賴的知名食品企

業也涉及其中，令人錯愕嗟嘆。消費者不禁要問，企業誠信與良心到底在那裡？莫非己是

「利益擺中間、誠信倫理放兩旁」。 

 

不可諱言，誠信(integrity)經營可說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而倫理(ethics則為生財之道。企業的誠信經營與社會責任實踐已成為

國際認同之企業經營原則及核心價值，亦是企業成功的礎石。換言之，一個企業若重視誠信

與倫理(ethics)，則企業本身將是最大的受益人;一旦失去誠信，則將付出極大的代價。財務

學者的研究亦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與財務績效成正相關，允有其道理。 

 

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嚴所提出的經商箴言：「商道即人道」、「信譽就是錢」，不僅為後世企

業誠信與倫理立下榜樣，亦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遺憾的是，台灣近十幾年來卻陸續出現企

業左手高捧企業誠信與強調社會責任，而右手卻行詐欺、背信之實，誠信道德恐早已束之高

閣。坦然言，這些企業雖一時日進斗金，但卻造成社會及經濟巨大的損失。往例斑斑，足為

佐證，如幾年前喧騰報章、轟動社會的博達案、力霸集團違約案。唯不同的是，近年來食品

安全詐欺事件層出不窮，從塑化劑、問題醬油、毒澱粉、胖達人假麵包、劣質混充米，再到

目前的黑心油事件接二連三引爆，其所釀成的社會損失，和前述事件應不遑相讓。以大統黑

心油而論，其過去的不法獲利可能高達一、二十億台幣；但消費者卻已食「毒」下肚。又前

年的塑化劑事件更是讓民間的消費減少八十億元，對消費者信心及經濟的長期負面衝擊不可

等閒視之。 

 

筆者以為，台灣正處於一個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更需要道德重整來維繫。因此，建立企業

的誠信經營環境及誠信文化，實刻不容緩。據悉，全球目前已有一百多個道德重整組織，亦

各其不同目的：特別是在日本，道德重整對企業有很深的影響力，足為全球企業的學習楷

模。 

 

台灣自2000年起就開始在政府、企業、與民間組織的合作下，開始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概

念。包括：天下、遠見、商業周刊等雜誌，均各透過獎項、調查及報導的方式進行推廣，而

時至今日，企業社會責任於台灣已不再是個陌生的概念，但依然發生如此多的遺憾事件，實

有必要在進一步檢討。台灣在歷經這些食安事件後，已有不少專家學者呼籲要修法、對不肖

業者嚴懲重罰、或是設立食品警察及「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等治標之道；此外，筆者也建

議，在治本方面，政府更應提倡企業道德重整運動，並規定食品從業人員都要參加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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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科學知識及行業倫理道德課程，也要提高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知識的普及率，避免訊息

不對稱而受騙。 

 

古代有云：「為富不仁」，其意是說商人若只將賺錢視為經營企業唯一的目的，而失去人性

中的良善，即使家財萬貫，也稱不上有真正意義道德的人生，甚至還遺臭萬年；諸者謂，企

業生於社會、成於社會，若無優質的社會，就無優質的企業。質言之，企業要受到社會肯定

與尊敬，必須善盡社會責任，秉持誠信經營，應可為當今企業經營者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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