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識教育專題講座】 

演 講 者：顧忠華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演講主題：如何重建台灣的社會信任？ 

主 持 人：張伯浩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時    間：101年 10月 22日(一) 14：10～16：00 

地    點：工四講堂 (工 A307) 

    顧忠華，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專長領域為社會學理論、非營利組織

研究、經濟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等。顧教授除了在大學教書，也熱愛參與公共事

務，研究非營利組織，同時喜歡經營社團。顧教授自謂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

義者，但在學術理論的世界裡，又窺見到人類社會的不完美，相信唯有行動才能

夠改變一點點現狀，而這又正是希望之所在；現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曾於 1980年和太太、政大法律系教授陳惠馨齊赴德國留學，先在雷根斯堡

大學修畢碩士課程，再轉到海德堡大學讀博士，專攻社會學大師韋伯的理論，他

學成歸國後，和其他學者共同引進、翻譯很多韋伯的原典，曾在社會學界引起一

股「韋伯熱」。 

    他在海德堡讀博士期間，毛遂自薦請詮釋韋伯的國際權威施路（Schluchter ）

指導他寫論文。顧教授說，施路赫特最難得的，是不會獨尊西方文化，當時就已

看出，台灣擺盪在中國的傳統主義，和西方的理性化道路之間，主張台灣應走出

中國人的新路，不應全盤西化。 

    關於「信任」，顧教授認為是人與人之間的凝固劑，也是社會合作的重要基

礎。社會學者認為，信任是一種公共的「社會資本」，但也是個人無形的資產，

一個社會的信任度愈高，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可以相對降低，而社交生活愈順

暢，經濟活動也愈繁榮，所以「信任」成為衡量社會整合程度和發展潛力的重要

指標。 

    顧教授指出，信任在講究全球競爭力的時代，似乎不斷被各種功利價值擠

壓、忽視，但另一方面，又因為它逐漸稀少，反而成為珍貴的資產，連管理學也

重新將信任視作是建立品牌與增進效率的鑽石定律。不過，信任不是工具，信任

或社會資本的生產、流通、運用和累積，為的是提昇社會的公共倫理，增進「共

善」，這才是信任能夠發揮的最大效益。 

    本次通識教育講座特別請到顧忠華老師，將他多年來對社會信任的觀察與思

考，以「如何重建台灣的社會信任？」為題和大家分享！歡迎關心社會發展的你

踴躍參與！ 

 

                                                    通識教育中心 敬邀 

※※本活動可計入本校學生電子學習履歷暨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2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