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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三上  第二課「生產與投資」講義         班級：      座號：      姓名：          

                                                       製作人：呂慧娟、翁翠微 

★【阿瘦皮鞋奮鬥史】 

民國 41年，羅水木和同鄉阿榮為了賺錢，親手釘製了鞋箱、凳子，窩在延平北路騎樓下擦皮鞋為生。

羅水木每天面對皮鞋上的灰塵、鞋油的黑炭，還要 12小時呼吸著距離地面不到 30公分的污穢空氣。擦

皮鞋的日子，他過了 14年，一天比一天有勁。在羅水木的經驗中，一雙鞋一定要擦三遍才會發亮，因

此堅持擦三遍的原則。只有小二學歷的羅水木說：「如果沒有當初堅持擦三遍，我不會有今天！」 

終於在擦了 14年的鞋子後，羅水木成立皮鞋公司，從彎腰擦鞋的「阿瘦仔」變成阿瘦皮鞋的董事長。 

 

一、生產行為 

（一）生產 

1.           行為：運用各種資源，製造或提供產品的行為。 

2.           ：指生產行為的決策者，也稱為廠商，如：獨立經營的咖啡廳老闆、大公司的董事長、

賣鹽酥雞的小販等。 

（二）產品與商品 

1. 生產者運用各種資源製造生產出來的成果，稱為         。 

2. 產品的種類 

    （1）有形的稱為         ，如：             。 

    （2）無形的稱為         ，如：             。 

3. 在市場中進行交易的產品，稱為         。（產品 □一定  是商品） 

                                               □不一定 

（三）生產要素：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各項資源，最主要的四項「生產要素」如下： 

種類 意義 例如 生產成本 

       資源 指自然界所賦予的資源。 土地、森林、河川、礦產等。 地租 

       資源 
投入於生產過程的人力，又稱

為勞動。 

包括提供智能的         者

與提供體能的         者。 

工資 

        

指         的生產工具，用來

生產其他的產品，而不是用於

消費。 

機器、設備、廠房等。 

利息 

                  

生產者運用前三者要素，從事

生產的管理能力，又稱為企業

家精神。 

以研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等

方式提升競爭力。 

 

 

★【綜合整理】 

               自然資源                               財貨 

    資源       人力資源   生產者                                                

（生產要素）   資本               生產行為            勞務  交易行為 

               企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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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香腸伯的生意】 

旁白：在一個寒冷的冬天，香腸伯辛苦的賣著香腸。 

香腸伯：「賣香腸喔! ……現烤的香腸快來買喔! ……」 

旁白：這時一位有愛心的小姐經過 

小姐：「阿伯，香腸怎麼賣？我全買了。」 

香腸伯：「一根 10元，總共 1000元。」 

旁白：此時香腸伯感激地向小姐道謝後……. 

香腸伯高興地說：「我今天賺了 1000元!」 

 

二、生產者從事生產的主要目的是              

（一）增加利潤的方式 

      利潤＝             －              

    1.降低             ： 

    （1）生產成本：指聘僱或購買各項            所支付的代價。 

 （2）公式：生產成本＝       （使用自然資源所支付的代價）＋       （聘雇人力所支付的代

價）＋       （使用資本所支付的代價） 

     Q1 :資金若是自有的，成本還包含什麼？ 損失的       。 

             資金若是借來的，成本還包含什麼？      。 

  Q2 :若是業者自己參與生產，是否需計入僱用自己的成本？             。 

       這是何種經濟學概念的運用？             。 

    2.增加             ： 

（1）銷貨收入：指銷售產品的收入。 

（2）公式：銷貨收入＝           ×           。 

   Q：如何提高銷貨收入？提高          ；提高          。 

    ＊生產者會尋求最     生產成本的組合，以獲取最    的利潤。 

 

（二）        法則： 

    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形下，產品的供給量與產品價格呈正向（同向）變動的關係。 

   （產品價格上升→供給量      ；產品價格下跌→供給量      ）     

 

★供給量 vs供給 

供給曲線上點的變動是指          的變動 

供給曲線整條線的移動是指         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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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者的課題 

生產者為了獲取最大利潤必須考慮三大課題： 

（一）生產          ：生產者會選擇最有利可圖的產品來生產。 

（二）          生產：生產者會選擇最有利的生產方式。 

（三）          生產：生產者通常會先設定主要的消費族群。 

 

★【藍心湄開餐廳---話題人物探討】（取材自網路新聞） 

    藍心湄開餐廳 14年的副業表現，幾乎蓋過她的演藝本業，光是台北 4 家「KI KI老媽餐廳」就讓

她穩坐女王寶座，開店初期，她不諱言經營得不算順利，「一開始生意不是很好，我每天很懊惱，後來

我媽建議，不妨畫個大濃妝站在店內當活招牌，我欣然接受，就這樣站了 8、9個月後，靠著老顧客宣

傳，生意慢慢有起色。」 

    藍心湄顧店親力親為，和員工一樣穿上制服，卸下藝人光環，經常坐鎮店裡指揮，她供出自己習慣

偷拿剩菜吃的怪癖，她解釋，為了顧到品質，有時看見客人留下很多菜在桌上，讓我們懷疑是不是菜有

問題，等到對方離開，我們就趕緊拿過來『以身試吃』，嚐嚐看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多數藝人投資都

慘遭滑鐵盧，惟獨藍心湄愈做愈大，她說：「我的方法就是衛生、服務、品質、價錢，最後才是知名度，

這些缺一不可。」藍心湄挺進中台灣，她拉著陶子、舒淇、黃乙玲及九孔等人一起拿出約 6千萬元買下

了台中五期一處商圈用地，開設「KIKI老媽」的第五家分店，依舊生意興隆。 

Q1: 藍心湄台中的餐廳屬於哪一種經營型態？             

Q2: 藍心湄成功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四、生產者的投資 

（一）企業經營的型態 

  生產者為了從事生產行為所形成的組織，稱為          。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 

企業型態 資金來源 盈虧風險 

           一人單獨出資。 
獨享利潤及承擔全部的虧損風險，即公司資產不足承

擔虧損時，須以私人財產來支付。 

           數人共同出資。 
共同分享利潤及承擔虧損風險，即公司資產不足承擔

虧損時，須以私人財產來支付。 

               
依法律規定，還可以對社

會大眾招募資金。 

依投資額分享利潤及承擔虧損風險，即公司資產不足

承擔虧損時，不須以私人財產來支付。 

 

（二）企業經營的原則 

    1.投資 

（1）投資的意義：指用來購買           的行為。 

（2）投資的目的： 

   ○1 對消費者而言─產品的數量、品質和種類增加，讓消費者有更好的選擇。 

   ○2 對生產者而言─研發創新產品、培育專業人才、提升生產技術，提高生產利潤。 

   ○3 對社會而言─提供就業機會、帶動經濟成長。 

    2.風險管理：隨時注意環境變化，評估各種可能的風險。 

    3.內部管理：良好的管理制度可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如鴻海企業針對員工績效考核、福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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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員工福利制度】 

◎年薪：12個月＋2個月年終獎金(視營運狀況調整)。 

◎分紅配股：任滿一年具備分紅配股資格，每年依貢獻核發股票紅利。 

◎績效獎金：每年度依個人進步、貢獻及工作投入程度，核發績效獎金。 

◎健保、勞保、團保、健康檢查補助、休閒旅遊代金補助、急難救助金。 

◎年節贈禮(勞動節/三節) /年終尾牙摸彩。結婚、生育、生日、住院、喪葬等禮金及慰問金。 

◎員工宿舍、寬敞汽/機車停車場、福利社、餐廳等設施。 

◎員工在職教育訓練‧員工國內、外進修補助。員工健身房‧國內旅遊‧國外旅遊。 

4.企業結合：例如網路書店與超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