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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也拥有全亚洲最高森林覆盖率，将近百分之七十五土地仍保
持原始林，森林消失速度为全球最低；与众不同的环境及对生命
的尊重，使不丹成为尘世最后一处香格里拉。

不丹是佛教小国，座落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不丹人称他们的国家为
“朱玉”，就是“雷龙”之地的意思。

https://fhyuan.net/?p=4823


不丹有原始丛林与阳光普照的草原，也拥有近似北极的寒冷与热
带的炙热。

不丹被称为“喜马拉雅山下香格里拉”、“最快乐的穷国”。

 

 

为什么1/3的台湾人不快乐？而国民所得只有台湾1/20的小国不丹，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却有97%的人说：
我很满足。“减”的生活哲学、不迷信经济成长率、追求平等与平衡的理念，让不丹超越世界大国，因快
乐而伟大。

当飞机穿破云层，赫然，高低落差千多公尺的纵谷出现眼前。“嵌”在绝壁上的白色房子错落山坡上，谷
底是彩色拼布般的梯田，层层绵延。

不丹（Bhutan）到了！

 

但在2005年，这神秘小国，却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目光焦点，从《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到日本NHK，一年内超过两百篇的报导。他们热切的讨论着同一件事：这个小



国的施政主轴——“国家快乐力”（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ＧＮＨ成了二十一世纪先进国家眼中
的“新”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丹默默推动ＧＮＨ逾三十年了。

根据英国莱斯特大学在去年七月所公布的研究「世界快乐地图」（ World Map of Happiness），不丹的快乐，
在全球排名第八。不丹人均国民所得仅1400美元，却比人均所得31500美元的日本高出80名，也比41800美
元的美国高出9名（编按：本文人均所得均为经 CIA 购买力平价调整。如台湾人均实质所得为15300美元，
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为27600美元）。而台湾，在这份排行榜上，列名第63名（编按：63名共8国同分）。

这么穷的不丹，为何这么快乐？当《商业周刊》于去年初注意到这个特殊国家，计划采访时，内部有着不
同的声音：“会不会是无知的穷开心？”然而，当采访团队走下飞机，踏进首都，再深入偏远村落，十六
天采访期间，记者看到与其它低所得国家迥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土壤贫瘠，地势险峻，却有97％的人民表示“快乐”

不丹，街上没有乞丐、游民，暗巷没有娼妓、毒枭。举目所及，如瑞士般的优美谷地。从城镇到乡间，没
有超级豪宅，也看不到破烂不避风雨的房子。

首都廷布到处是可以上网连结世界的网络小店；偏僻的乡间，农夫用手机开心的讲着话。一对无法生育的
美国夫妇来到这里，想收容孤儿，等了大半年无以如愿，才惊讶的发现，不丹鲜有孤儿。

男女皆着国服，男性是一件式的裙装，长度及膝，称为帼（Gol）；女性三件成套，长度及足踝，称为旗拉
（Kira）。当全球化力量让各国地方特色难以保存之际，不丹人的独特性却强烈鲜明。

接受采访时，无论生意人、大学生或劳动阶层，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在口中：“我很满足。”根据不丹人口
普查局最新调查，97％的人表示“快乐”。这是全世界最快乐的穷国，人均所得仅台湾二十分之一的山间
小国。是得天独厚、土地丰饶，造就这个世外桃源吗？事实不然。

 

这里，地瘠多险。不丹平均海拔三千公尺，98％国土为山地，20％土地终年被白雪埋覆。地瘠加上高地气
候，当地主食稻米年仅一获；马铃薯种了好久，也只有掌心大。再看外国，列强环伺。一九六○年代，中
共军队踏进他们的北邻西藏，七五年印度并吞与不丹接壤的锡金。

让不丹转型成全球“最快乐的穷国”的关键人物，是刚卸任的国王吉莫·辛吉·旺楚克（JigmeSingye
Wangchuck）。

三十五年前，老国王英年病逝。他，十七岁仓卒返国继位，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王。加冕典礼上，不丹
首次开放让国际媒体进入，相关报导多以“童话王国里的英俊国王”描述他。在童话表象底下，他却是经
历过身为继承人的严峻考验。当吉莫才八岁大，同龄孩子还黏在母亲身边撒娇，他已经被送往印度就学，
十岁转往英国，十四岁进入牛津大学。

 

这里不以经济发展为优先，为全球第一个以快乐立国的国家

牛津学业虽未完成，但国外求学经验却深深影响吉莫。吉莫目睹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路经历战争、
污染、高失业与犯罪，人民所得增加了，却不快乐；物质享受提高了，亲情却疏远。

他带着对西方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优先，对吗？”的质疑回到不丹。人民到底需要什么？不丹这个穷困的
小国该往哪里去？年轻的吉莫两年内步行全国，探访民情。

“他（国王）想了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梦想⋯⋯ 旅行回来，他发现，不管是住在首都或乡村的人民，都
有相同的梦想，就是‘快乐’。”内政部长吉莫·廷礼（LyonpoJigme Y.Thinley）说，当时，吉莫国王还
没有明确喊出“国家快乐力”的口号，却已发现，政府该替人民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感，而不光只是物质
上的满足。



一九七四年，他执政的第三年，提出“国家快乐力”取代“国内生产毛额”（GrossDomesticProduction，Ｇ
ＤＰ）——让不丹成为平等尊重与平衡发展的国家。这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快乐立国”观念的执政者。但，
一个穷国有什么条件谈幸福？他该如何突破资源稀少的困境？

 

这里不养军队，不买武器，人民却享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

资源配置是关键！

今日不丹，医疗（12％）与教育（18％）预算，合计占国家总预算三成，其比率是台湾的2．3倍。如此安
排，势必挤压其它预算，吉莫的策略是以“外交合作”与“经济合作”换取“零国防”。所谓的零国防，
指的是自己不花钱养军队与购买武器，仰赖印度。

因此，在外交上，不丹与印度站在同一阵线，让印度得到一张铁票。紧密合作，确保不丹主权独立。更重
要的是，国防预算是零，让全国极为有限的资源全用在民生上。

 

因此，吉莫得以展开三项重要变革：一，不丹的免费医疗体制在他手下完成，让每个国民有平等的生存权；
二，过去贫贱的佃农，也在他掌政下拥有自己的土地；三，免费教育，让每个国民，不分贫贱，都有平等
的发展权。

教育，最能彰显因平等而快乐的不丹。

一般国家最常见残破教室、上不了学的孩子，在不丹都看不到。

现在，不丹小学生就学率高达97％。位于全国唯一一座机场附近的乌丘初级学校幼儿班墙上，贴满了辅助
教材图卡，有鸟、苹果、爷爷、奶奶，第一行是英语，下面跟着宗喀语。一张张都是老师手绘的心血。

日历板上，今天是Tuesday，天气是Sunny，旁边贴上介绍全班小朋友的大海报，每个人的名字跟照片都在
上面，微笑的小男孩是策旺、羞涩的小女生是尼玛。

镜头再转向中部布姆唐谷地，一个偏远村落。这里的小区学校，除了学生人数较少，教育软硬件设施与市
区学校几乎一致。校长萨瑞塔手上拿的教学参考教材也是全国一致，没有城乡差距。

 

不丹把最多的政府预算投入教育。从幼儿园到十年级是义务教育，就学免费。偏远地区，连文具都由政府
提供。影响所及，这国家的人民致力追求的，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受更好的教育。

首都廷布东方的普那卡谷地，十二年级生那姆吉尔放弃连续假期，留在学校自习，手中厚达一千页的化学
科参考书，全部以英文写成，桌旁摆着的书库，搜集过去十年印度大学的考古题，包含物理、化学、英文、
数学等。那种景象，跟台湾无二致。

他将参加全国检定考，若成绩在全国前十名，政府会送他出国留学。高等教育，从大学到出国深造，也是
免费。以2003年为例，不丹约有一千余位公费与自费留学生，在欧洲、美国、印度进修。

“过去，靠战争或武力来创造社会阶级的流动。现在，我们靠教育。”相当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不丹研究
院（Centerof Bhutan Studies）院长卡玛（KarmaUra）解释不丹为何选择教育，作为推动现代化的主轴，带
给不丹人平等发展的机会。

另一项促进平等的政策，是解放农奴。

不丹以农立国，早期土地握在贵族手上，在老国王时代——1960年就企图平均地权，但面临既得利益者的
强大反弹，当时总理甚至被暗杀。尽管阻力很大，吉莫国王继位后，还是承继父亲的遗志，最后变革成功。

在中部，最古老的政教中心——旺都宗（编按：不丹各地政教中心统称“宗”），西边山坡的美丽梯田，



令到访的观光客惊叹不已。梯田中央，是称为仁青岗的小村子。

 

这里不乱施肥，不砍伐树林。放弃开采山中矿石，只为保育林相

在60年代之前，仁青岗是个集体农场，住着约一百五十位农奴，他们没有个人所得，终年辛勤工作。山坡
上，残破不堪的黄色夯土屋，是过去集体住宅的遗迹。如今，景象改变了。夯土屋改为牲畜居所，旁边则
是一幢接一幢，有着白墙与铁皮屋顶的新屋，一如都市房子一般。

今日，任何不丹公民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农村土地。百罗河谷旁，农夫策麟光着脚，正在田里穿梭忙活。没
念过书的他如果早诞生三十年，可能还是一介农奴。今日，极有生意头脑的他是“五星级饭店”的农夫。

手指向田间，那里有他所建的温室，策麟说：“政府请澳洲农业专家来指导我，我拚命问、拚命学。”现
在他有两间温室，不论稻米、蔬菜或香草，全部是有机栽植，八头乳牛的牛粪是天然肥料，因而赢得顶级
饭店Uma固定采购他的作物。现在，策麟每年净赚五千美元，约是不丹人均所得的3.6倍。

在吉莫领导下，不丹过去二十年加快现代化脚步。此一期间，人民平均寿命提高了十九岁，达六十六岁；
识字率提高逾一倍，达54％，97％小学生注册入学；九成人口可得到基本的医疗设施服务。

 

“不丹经验提醒我们，快乐不是随机降临在人们身上，它来自选择的结果。”1989年自愿进入不丹从事教
职，并嫁给不丹人的加拿大教师洁米·惹巴（JamieZeppa），是少数持续亲眼目睹不丹过去十八年来变化的
外国人，她在接受《商业周刊》专访时如此说。

不丹今日成果，来自他们清楚“要”与“不要”两大选择：他们“要”追求“平等”，他们“不要”因为
追求经济发展，而出现“失衡”的社会与环境。

所谓的“不要”，从他们对待大地的态度最能看出。

不丹多数山区，梯田垂直落差极大，在梯田上，常见冬、夏双屋，农民依气候移居，夏种稻、麦，冬种马
铃薯，以多样性的作物，维持地力的自然循环，他们不要人工施肥、洒药的恶性循环。

不丹是全世界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法令明定森林覆盖率，必须在60％。在不丹发展现代化过程中，
曾经一度让覆盖率跌破六成，但目前已快速回升，到达72％。“我们不把森林视为经济资产。”不丹内政
部长吉莫?廷礼强调。

 

四世国王吉莫对于经济与环保，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平衡观念，比许多先进国家更先进。他为了复育森林，
特别推动修法、甚至入宪。喜马拉雅山系是年轻地质，十分的脆弱；但在不丹，放眼望去，却一片苍翠，
犹如置身古老地层的欧洲瑞士，因为全国规定不准砍伐树林。

为了保育林相，贫穷的不丹不惜放弃开采山中的珍贵矿石。甚至连在山溪里钓鱼都是非法的，为的是保存
稀有的喜马拉雅山系鱼种。

不丹人爱惜山、不砍伐树木，甚至连水力发电厂的兴建都为此而遁入地下。

在首都廷布南方一百公里的丘卡镇，有一条深达一百公尺的隧道，里头藏身着丘卡（ChukhaHydropower）
水力发电厂。亮着红灯的四个巨型水轮机，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先进的发电设施，与壁上彩绘的十二
幅巨型佛陀故事，恰成强烈对比。

这电厂工程挑战高难度，因为需要挖透山壁数十公里，将高山奔涌而下的雪水导入地下。不丹政府宁愿放
慢电力带给经济的好处，从开工到运转苦等十二年，也要保护森林与地貌。

 



这里拥有得天独厚景观，却限制观光客人数，不急功近利

这个厂自八六年开始商业运转，目前72％电力卖给印度。现场主管拉姆说：“透过经营效率的提升，现在
丘卡厂每年上缴给政府的税额与盈余，是1992年的十倍以上。”苦尽甘来，电力转变为国家税收，让更多
的不丹孩子能免费上学，不丹人民能得到免费医疗，同时，美丽的大山也得到了完善的保护。

不丹中部甘唐（Gangtey），秋季的梯田，绿一块，紫一块、褐一块，深深浅浅，将这片田，彩绘成全国最
美丽的谷地。这里一到冬初，濒临绝种的黑颈鹤，远从西伯利亚来此地避寒，它们性极敏感，很容易受惊。
为了保护这群娇客，不丹禁止电线拉入这片净土，也因为这样，当地农民使用的是政府提供，最先进的太
阳能发电设备。

梯田中央，高级旅馆Amankora藏身其间，只能有八间房，因为想在这里经营旅馆，必须接受不丹政府严
格的环境保护规范，除了自备发电系统，旅馆产生的废水，也必须经环保处理后，才能排放入自然界。

旅游收入占不丹国家税收两成以上，是第二大收入来源。但为了保护环境与文化，不丹宁愿“少赚钱”：
采取每人每日两百美元的高价策略，而且配额限定观光客进入，直到去年才逐步增加到一万人以上。这小
国虽然穷，却不急功近利。

 

这里没有人炫耀财富，国王皇宫甚至比许多民宅小

强调平等与平衡，让不丹人对自己国家充满自信，而不是像其它贫穷国家，视自己的文化为落后象征，只
想丢弃。

这些年，国王吉莫大力保存传统建筑与服饰。走在不丹的城镇或乡间，没有违章建筑，到处都是白墙与深
色的不丹传统木制棂窗，即便外来的高档旅馆阿曼（Aman）集团都要符合政府规定。

“不管从外头看还是从里头望出去，每一扇窗都显示了不丹的特色；而且，你很难从建筑物去发现超级有
钱人，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国王很重视平等。”当地的向导尼曼指出，包括皇宫都反映同样的价值观。

在不丹那十六天里，我们多次要求希望能看看国王的皇宫。最后，向导勉为其难地答应。我们穿梭于稻穗
摩梭的梯田之间的小路，迂回前进，最后来到一处森林，苍翠林道尽头，好远、好远处只见一间小屋的屋
顶浮现。

这地方不准拍照，其实即便拍照也看不到什么，因为国王的住所只有一楼高，就是栋白墙、木棂窗与铁皮
屋顶的传统平民小屋，“比很多不丹人住的还小。”向导说。唯一区别的只是从屋子所在地升起的白幡旗
才能辨识屋主的身分。

从国王到富人，没有人炫耀财富。这里没有精品LV、没有劳斯莱斯；同样的，不管你是全世界多有钱的企
业，一旦进入不丹，街头广告招牌都齐头式大小。因为没有高物质欲望、没有贪婪，相对的，犯罪率也低。
一如晋朝诗人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这里是精神和文化的富国，99％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回国

不丹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不丹水力发电厂最大的承包商——Yarkay集团执行长迪青说：“以前，看到先
进国家的介绍，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十八岁就远赴欧洲留学五年的她说：“但人真的到国外，才发现当
地社会深层，也是问题重重，我还是喜爱不丹的生活。”

采访内政部长吉莫·廷礼时，他要我们猜测：每一百个出国留学的不丹年轻人，有几个学成之后会回国服
务？以台湾六○年代的情况来推断，我们猜测：大约一半吧？错了，不丹的答案是99％！

 

1998年到美国留学的不丹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主管策旺（TshewangDendup）形容：“只有回到不丹，我的
心才感到舒服。”



“我们的文化里，有某些独特之处。”吉莫?廷礼自豪的说。他强调，即使他们在美国可以赚更多的钱，即
使在英国或澳洲有很好的工作，他们宁愿回来，赚很少的钱，因为“真正有质量的生活，不是追求有高物
质享受的地方，而是追求拥有丰富的精神与文化。我想，这就是不丹所已经拥有的。”

再好的制度与文化保存计划，能否落实，关键在于良好的治理。联合国辖下的联合国协会（UNA），评选不
丹为东南亚（含南亚）地区，善用非营利组织资源的第一名。而世界银行评估不丹的政府效能5.2分，高居
第一，远高于平均的3.1分。

 

当然，随着近年的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不丹也有一些隐忧。推动教育，降低了文盲，却也带来高学历年
轻人缺乏能够发挥的机会，年轻人失业率升高。2005年，不丹失业率提高到3.1％（前一年为2.5％），这是
不丹下一阶段的一大挑战。

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不丹并非总是正确决策，但洁米强调，他们勇于改正。譬如不丹曾经开放塑料袋进
口，结果造成严重污染问题，因此政府又颁令禁止。

不丹的生活并非完美，在当地十六天的采访中，每天餐桌上看到的，不是辣椒煮起司、就是辣椒煮蔬菜，
桌上肉类十分稀有。不丹人还很穷，他们还在小心翼翼求发展。然而，简单的辣椒食物，吃着吃着，却有
一种简单的美味与幸福感。

 

也许，这是为什么当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当道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赫然回头来看不丹这个宁愿慢富也不要
失衡的小国。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同时也是英国工党政府的重要策士莱亚德（RichardLayard），在其探索快乐本质的著作
《快乐经济学》（Happiness）中指出：“一个追求快乐的国家，才是最伟大的国家。”

同样的意见，我们居然也在普那卡谷地梯田间小杂货铺的男孩口中听见，他昂着头说：“如果不追求国民
的快乐，我不知道一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最高目标。”他的名字是达瓦，十四岁，正就读九年级。

 

一分钟看不丹
■面积： 47000平方公里（相当于1.3 个台湾）
■人口： 67 万人
■民族： 不丹人 (50%) 、尼泊尔裔(35%) 、其它(15%)
■宗教： 藏传佛教 (75%) 、印度教(25%)
■语言： 宗喀语
■建国： 1907年
■首都： 廷布
■时差： 比台湾慢 2 小时
■人均国民所得： 1,400美元（全世界排名 152名）
全国禁烟
禁塑料袋进口
免费医疗
免费就学
森林覆盖率达 72%，亚洲第一
全国 26%的土地为国家公园
全国采水力发电， 71%水力发电出口

 

（文章来源，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