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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介紹
報告者：林咏漩



盧梭 L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出生於瑞士日內瓦，是啟蒙時代的瑞士裔法國

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教育學

家。其《社會契約論》中所論述的人民主權及

民主政治哲學思想深深影響近代的啟蒙運動、

法國大革命以至現代的政治、哲學還有教育思

想。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盧梭的童年

1712年6月28日出生於日內瓦，家庭貧寒，父親身兼鐘錶匠及舞蹈教師兩

種職業，他的母親在其嬰兒時代就死亡了。

父親在他10歲時，因與軍官發生爭執打傷軍官，訴訟失敗，便丟下盧梭一

個人離開了。隨後由姑姑收養，但因無力撫養而改由舅舅收養。



盧梭的童年

隨後舅舅送盧梭到牧師家(私塾)學習2年古典語文、繪圖、數學，除此之外，

盧梭終身沒受過正規教育。

因自認非讀書的料，12歲時去當了學徒，但在師傅虐待加上學徒生活困苦，

使他染上了貪婪、撒謊、怠惰、偷竊等惡習。

在16歲時，因受不了苛待，於是逃離日內瓦去流浪。



盧梭與華倫夫人

在16歲流浪時，盧梭因長相貌美，經由一位神父介紹

認識，成為華倫夫人的仕童。

華倫夫人在盧梭早年的生活中扮演了情婦、朋友、保

護人與精神上的母親。

在眾多侍童當中，只有盧梭幼時曾讀過書，因此被華

倫夫人看中進而培養他，常帶他到沙龍到處跟別的貴

族炫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盧梭與華倫夫人

盧梭在此時讀了許多的書，透過沙龍(夜店)

與上層人士接觸，因而了解貴族禮儀並學

會音樂。

進而學習到"進入上流社會的門道"。

在盧梭29歲時，華倫夫人有了新寵，因此

離開華倫夫人，前往巴黎謀生。

失寵
圖片來源:google



巴黎生活
1742年到巴黎，運用在華倫夫人身邊時學到的社交

禮儀至沙龍應徵成為琴師，在工作期間認識狄德羅和

伏爾泰。1794年與狄德羅撰寫百科全書(主要是音樂

部分)。

當時盧梭住在巴黎郊區的破舊小酒館二樓，認識了女

僕戴萊斯並與她生下了五個孩子。

盧梭認為當時的法國社會狀況與自身經濟能力不足，

無法讓孩子受到良好教育，並聲稱對戴萊斯沒有半點

愛情，於是將五個孩子全部送往巴黎的育嬰堂。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巴黎生活-人生巔峰

1749年，他在好友狄德羅和伏爾泰鼓勵

之下，第一次投稿論文，以《科學和藝

術的進步對改良風俗是否有益》贏得第

戎學區論文比賽第一名，因此成為巴黎

名人。

圖片來源:google



巴黎生活-人生低谷

1755年，盧梭發表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

礎》，內容抨擊貴族祖先，認為私有財制度的產

生，引起了社會不平等現象，貴族的祖先都是賊。

此論文不但沒得獎，還得罪了所有貴族，狄德羅

與伏爾泰等貴族也因此與盧梭決裂。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巴黎生活-轉折

1762年發表《愛彌爾》與《社會契約論》

《愛彌爾》提倡自然方式教育兒童，內容主張批評法

國教育制度，是一本教育哲學的書。

伏爾泰匿名舉發盧梭未婚生子(天主教大忌)以及棄子，

遭受社會輿論下娶了戴萊斯，但卻在新婚隔日丟下她

落跑。

《愛彌爾》此書引發法國當局不滿，下令為禁書，被

通緝的盧梭逃回日內瓦。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八年大逃亡

回到日內瓦老家的盧梭，為了生活，將《論人類不平等

的起源與基礎》，加以修改補充成書《社會契約論》在

瑞士出版。

1962年出版，反對君權神授，提倡人民主權，結果被法

國政府發現，並通報當地政府，盧梭逃往英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八年大逃亡-休謨

1776年，在政府的追捕下，逃到英國的盧梭得到大

哲學家休謨的幫助。

但卻在一次宴會中，因為衣衫不整而被當成休謨的跟

班，被帶去廚房吃剩菜剩飯，盧梭覺得被羞辱，於是

寫了一封絕交信並揍了休謨一拳，離開英國，改名為

勒奴，回到法國，直到1770年法國特赦才改回真名。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晚年-落魄

雖然被特赦，但對法國政府的不滿，使盧梭對社會充滿

不信任感，而患有迫害性被害妄想症，覺得別人接近他

都是有目的的，常常見人就打。

1778年7月2日，盧梭在巴黎東北面的亞維儂去世。

死前在暴風雨夜被馬車撞翻，又被狗撲傷踐踏，流血而

死，屍身被路人丟於亂葬崗。

圖片來源:google



人物時代背景-法國大革命

圖片來源:google



法國大革命的背景

革命起因：戰爭使國庫虧空的財政問題

啟蒙思潮：法國為18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發

源地，使人民思想改變，批判專制王權、教會、

貴族，推動反封建、反專制。

階級特權：土地與財富在少部分人手裡，造成

人民不滿。
圖片來源:google



法國大革命(1789-1799)

教士與貴族(2%)：

擁有2/3的財富以及土地

不用繳稅

平民(98%)：

只有1/3的財富以及土地

需要繳稅

圖片來源:google



三級會議

1789年法國財政困難宣布破產

三級會議第一天就因投票問題起爭執

教士(300人)貴族(300人)：主張三個階級各一票

平民(600人)：主張每人一票

只進行了一天且無定案(第三階級要求廢三級會議

改為國民會議)，因第一、二階級反對新票制，且

同意納稅，國王便認為沒有開會的必要，以場地

裝修為由關閉議場。

圖片來源:google



網球場宣言

路易十六堅持反對將三級會議改回國

民會議，於是國民會議轉移到附近的

一個室內網球場，發表了歷史上有名

的《網球場宣言》，第三等級的代表

們發誓將繼續開會，不制定法國憲法

絕不解散，後來部分貴族與教士代表

加入國民會議。 圖片來源:google



網球場宣言

一名代表將盧梭的《社約論》讀給民

眾聽，盧梭的用字易懂，大家都能了

解其意，讓人民了解了什麼是平等、

自由。

之後第三階層決定改稱國民議會，並

發表網球場宣言。

圖片來源:google



攻陷巴士底監獄

路易十六害怕平民代表們有過激的舉動，

為了保護自己與家人，於是默默調軍隊回

來，人民以為國王要鎮壓他們，為了可以

得到與軍隊對抗的武器，所以存放彈藥武

器的巴士底監獄變成了革命者的目標。

攻佔巴士底監獄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爆發

的象徵，因此7月14日也被定為法國國慶

日。
圖片來源:google



盧梭-自由奠定人

法國大革命之後，大家認為盧梭是法國大革

命的最佳代表，國民會議投票決議，建立雕

像並題字「自由的奠基人」。

2007年，盧梭的後代要求開棺驗屍。

法國總統回答，我們要的是盧梭的精神並非

他的身體。

圖片來源:google



主要著作介紹
報告者：鄧羽婷



著作列表
● 《論語言的起源》（1754）（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1755)（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 《新愛洛漪絲》(1761)（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 《社會契約論》（1762）(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 《愛彌兒》（1762）(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 《對話錄：作為讓-雅克的審判者的盧梭》(1775)（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 《懺悔錄》 (1788)(Les Confessions)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這本書探討了社會不平等的原因。

盧梭認為財產私有制與圈地是人類間不平等的起源,

因此他批判了封建制度使人類脱離了“自然狀態”,

產生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 圖源：google



在遠古時代土地是大家的,而貴族的祖先因各自圈地並宣稱此

地是他的，因此稱貴族的祖先就是賊，也因這樣得罪不少貴族。

這本書也可視為《社會契約論》的绪論。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圖源：googl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A5%91%E7%BA%A6%E8%AE%BA/3854


社會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社會契約論就是盧梭對社會的

一種想法，他在書中指出一個

完美的社會是建立於人與人之

間的契約，而非人與政府的契

約，盧梭提倡社會契約論是基

於對人性的不信任，才需要以

契約及責任限制人性。 圖源：google



社會契約論所提倡是人應該放棄「天然自由」，從而換取「契約自

由」，這樣就能形成一種社會秩序，是能清楚劃分每個人的權利及義

務的，而每個人都需要遵守契約的條件或限制，這樣公民就能得到平

等的契約自由，這也是盧梭所提倡的「天賦人權」。

「在契約之下，人人平等」，透過契約限制，以達平等的公民權利及

自由。

而所謂的社會契約是追求一種共同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

社會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盧梭認為「主權在民」，他認為公民是社會的主權者，

而主權者與政府中間需要一個代理人，就是議員，而議

員只是公民的代理人，所以代理人是沒有自身的權力，

他的權力是來自公民的授權，他亦認為政府不是公民的

主人，政府所做的行為只能是遵守當時的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第一卷：論述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契約。

第二卷：闡述主權及其權利。

主權是公意的運用，不可轉讓也不可分割。

必須由共同利益所決定和約束，並藉著法律而行動。

第三卷：說明政府及其運作形式對於主權體而言，

僅有立法是不夠的。

主要存在著三種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

貴族制，由少數人所治理；國君制，由一人治理。

第四卷：討論幾種社會組織。公意是不可摧毀的，

而且須由投票來表達。

圖源：google

社會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愛彌兒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說明如何教育出一個理想的公民。

愛彌兒不是一本詳細的育兒指南，不過在其中的確有一

些教育子女特別的忠告。

影響：現代許多森林小學皆參考盧梭的理念，以自然的

方式教育孩子。

愛彌爾中提倡自然主義哲學、心理學與教育思想要求自

由與平等，

掀起社會改造運動，歐洲的許多宗教與政治的結構隨之

瓦解，

更對教育產生廣大深遠的影響。

圖源：google



嬰兒期（0-2歲）:以幼兒身體養護為主，父為教師，母為褓母。

母親應親自哺乳，不可用包布巾來束縛幼兒，多給幼兒接近大自

然的時光。社會生活方面，認為不適合群居，應遠離都市到鄉村

生活。

兒童期（3-12歲）:此時期的教育是感覺教育應施予體能訓練、感

覺訓練，令兒童實在地經由個人感官、親身操作，學習認識外在

世界，並引發他內心的學習興趣。

愛彌兒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少年期（12-15歲）:接近成年生活的邊緣，有獨立生存的能

力，但「良心」在這階段尚未發展，因此個人的「實用性」

成為此階段行為的唯一動機。

青年期（15-20歲）:宗教道德教育的時期。必須適應群體生

活，學習愛與友誼的關係,教育成為良好的公民。

愛彌兒
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懺悔錄
Les Confessions

書中描述盧梭自己的坎坷一生，反映社會對人的某

種殘害和壓迫。

作品中，盧梭講述自己「本性善良」，但社會環境

的惡濁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使他受到了

侵染和損害。

盧梭回憶了他孩童時代所受到的遭遇和入世後社會

對他的虐待，他耳聞目睹的種種黑暗與不平，盧梭

指出社會存在著「強權即公理」的不平等現象。

圖源：google



對後世影響：許多人效法他，在晚年如同大爆料

一般寫出自己的醜聞與秘密。

懺悔錄
Les Confessions

圖源：自己



1.《懺悔錄》裡盧梭曾提及，10歲時受到牧師妹妹蘭貝爾施的

鞭罰，從此後盧梭渴望年輕少女鞭打。

2.長大後喜歡在黑暗街頭，向陌生女子露出他的臀部，他曾說

他深知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為，但聽見她們的叫聲會感到無

比的滿足。

圖源：google

懺悔錄
Les Confessions



盧梭和孟德斯鳩

出身 學歷

盧梭 窮苦的平民 低

孟德斯鳩 含金湯匙的貴族 高



主要思想介紹
報告者：莊庭嘉



大綱

● 霍布斯、洛克、盧梭三者所認為的自然狀態

● 人類理想的演進過程

● 人類歷史實際的演進過程



前情提要

● 因為當時的法國是三級制

度，盧梭認為人類實際演

變的過程中其實存在著不

平等，因此盧梭要尋找人

類不平等的起源。

圖源：google



黃金時代

● 盧梭認為人性有善也有惡，在人少資源多的上古時代，人們不需要為了搶

奪而爭吵，互不干涉、沒有法律的狀態，稱為黃金時代。

● 例如:偶爾會闖一下紅燈(小惡)

看到小孩跌倒會過去幫他(小善)

圖源：google



霍布斯、洛克、盧梭之比較

人性 自然狀態 社會契約

霍布斯 人性本惡
人類最原始互
相侵害的狀態

(地獄)

人民間彼此訂
契約，須請巨

靈來督導

洛克 人性本善
完備無缺、自
由平等的狀態

(天堂)

人民與政府簽
約，再由政府

督導

盧梭 有善有惡
人少資源多的

黃金時代
人民與人民互
相簽團體契約



人類理想的演進過程

自然狀態(黃金時代，不需任何同意)

↓

家庭狀態(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家族狀態(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社會狀態(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國家狀態(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自然狀態(黃金時代)

● 國家成立以前，在人少資源多的情況下，人們都擁有同等的權利，人們不

需要為了資源爭吵，彼此獨立生活、互不干涉，自由平等的狀態。

圖源：google



家庭狀態(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人們由獨居生活逐漸演變成群居生活，最後形成家庭。

● 家人間慢慢形成一種無形的默契

例如:家事分工

圖源：google



家族狀態(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當家庭數目越來越多，擁有血緣關係的一群人便形成一個家族。沒有強制

的規定，是一種無形的契約同意。

例如:過年圍爐

圖源：google



社會狀態(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人口增加

資源缺乏

市集出現

選出仲裁者

人們開始交換資源

為了避免糾紛，
產生管理者 鬆散



市集買賣糾紛

我用8顆蛋和你
換一斤肉

好啊!



10天後...

怎麼可能?!
你上次給我的
有兩顆蛋是臭
的! 你要賠償

我!!



於是兩人爭吵不休 仲裁者出現

好。 好吧。

都別吵了!這樣吧，
米奇你賠維尼一顆
蛋，這樣都各損失
一顆。

剛好路過的唐老鴨正拿著家裡的蔬菜要找人交換



形成較鬆散的社會狀態

於是大家紛紛找唐老鴨排解糾紛，便決定讓他當這個市集的管理者。

原本要用家裡的蔬菜交換的唐老鴨

現在變成大家將當天百分之十的收入交給唐老鴨

當作管理費



國家狀態(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市集規
模擴大

為了利於管理 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
產生國
家政府

人民彼此
簽訂團體
契約

嚴謹



國家狀態

● 艋舺早期為水路繁榮的市集，隨著人口增加逐漸演變成萬華商圈、台北

商圈。人民選出柯文哲市長來管理。

● 因為人口越來越多，管理者所獲的收益逐漸龐大，因此造成人人爭先恐

後想獲取管理者的位置

圖源：google



理想≠實際

● 當時的法國，貴族和教士僅佔總人口的2%，但是卻掌握了全國2/3的

土地和財富，而且掌握大多數財富的貴族教士並不需要納稅，反而是由

僅有1/3財富土地的平民需要繳稅。

盧梭認為人類實際演變的過程中其實存在著不平等



人類歷史實際演進過程

自然狀態

↓

家庭狀態

↓

家族狀態

↓

社會狀態

↓

國家狀態

圈地 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人類實際演進歷程

人口激增造成資源短缺，出現第一個聰明人開始圈地，較笨的人則不加理會。後

來其他人發現，圈地那個人家的小孩都養得白白胖胖的，於是大家開始效仿。

後來其他聰明人把地都圈完了，笨蛋沒有
資源了，於是跑到聰明人的地裡拿資源

圖源：google



人類實際演進歷程

聰明人便聚集起來，選出一位有權力者保護他們的土地。

私有財產出現

幾天後，笨蛋再次闖入拿取資源，聰明
人便向有權力者稟報，於是笨蛋被抓去
懲處，笨蛋便不敢再闖入

圖源：google



人類實際演進歷程

笨蛋最後沒有資源，只好到聰明人家當長工，換取資源。

聰明人→員外 笨蛋→僕人

聰明人為了讓後代都可以白白胖胖的，決定讓財
產世襲，支持專制獨裁

不平等出現

圖源：google



人類實際演進歷程

國王為了回報支持者，則封支持者為貴族，於是貴族的後代為貴族，而長工後

代是長工。造成不平等世襲

這種人為的不平等根本是富者愚弄貧者，所以
人民發動革命，打倒欺騙人民的統治者和貴族，
拿回屬於自己的權利，重新回到自然狀態，重
新簽訂社會契約。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就是依盧梭的社
約論為基礎所發動的革命圖源：google



重要學說&理論探討

報告者：伍沛婷



Ⅰ、社會契約論

Ⅱ、主權體

Ⅲ、全意志

Ⅳ、人民主權論

Ⅴ、反對代議制

主要學說：
解決不平等的藥方

圖源：pintrest



社會契約

自然狀態
危及生存阻力
>為生存的努力

依「全意志」
原則簽訂

「社會契約」

人民將權力交
與國家(主權體)

保障

團結以
克制阻力



契約形式比較

學者 契約形式 能否收回權力

霍布斯 人民↔人民，利維坦監督 否

洛克 人民↔仲裁者(政府) 能

盧梭 人民↔人民→主權體 能

● 盧梭強調社會契約的制定要全體同意，且領導者
必為團體中的一員(EX:放牛班的班規班上定就好，
不必從資優班找一個資優生來領導。)

圖源：
pintrest



● 〈社約論〉：「每個人把自己讓與公共，就不是把自己讓與什麼人；對

於每個份子，都可以取得相同於自己所讓與他人的權利，也因此獲得相

當於所失去的一切，並獲得更多的力量以保護所有的一切。」

● 社會契約=放棄天然自由(些許金錢)換取契約自由(大量醫藥費)，EX:全

民健保

● 社會契約論：即為解決人類不平等的方法。

社會契約論

● 而因簽訂社會契約組成的社會國家，就是主權體。

圖源：pintrest



主權體

● 主權體就是由人民集體簽訂「社會契約」所組成的國家——共和國

(republic)。

● 人民參與國家，受到國家保護及約束，以保障每個人的平等權利。人民

依照全意志制定法律，依法組織政府來實施法律，保障人民的契約自由。

且沒加入主權體者，無法獲得國家保護。

● 由上述可知，理想的社會國家是由大家一致同意契約所組成的。

而所謂的一致同意契約就是「全意志」。

圖源：pintrest



全意志v.s.眾意志

● 全意志必須符合全民共同參與、符合公共利益、針對全國性問題等要件，

並且擁有拘束全體的力量。

全意志(will of all) 眾意志(general of all)

利益走向 公共利益 私人利益

目的 為了全體的福利 滿足個人私慾

例子 增加健保費率 減稅

圖源：pintrest



全意志定義的演變

早期:認為要直接民權，全體參與才是全意志。

中期:公益原則才是全意志核心，多數同意即可。

晚期:公益原則才是全意志核心，少數同意也可以。

● 末期說法成為獨裁者施行獨裁專制的理由。

ex:希特勒為了自身民族利益，屠殺600多萬猶太人

末期:只要符合公益原則，一個人同意也可以表達全意志。



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 人民的公共利益 解決人類不平等的方法

鬆散的社會 全意志 社會契約

緊密的國家 人民主權 法律

● 全意志=人民主權；社會契約=法律

圖源：pintrest



人民主權論

● 意即「社會契約」在國家中之具體實踐。

● 具體形式就是透過立法權來落實的。

● 政府只是全意志的守護者&執行者。

● 唯有人民擁有國家主權，可以更改、修

正及補充全意志。

政府為國家之主、
政府更改全意志、
人民要聽政府的

人民為國家之主、
人民更改全意志、
政府要聽人民的、
人民擁有國家主權

圖源：pintrest



反對代議制

● 代議制：公民以選舉形式選出立法機關的成員並讓其在議會中行使自身

的權力。

● 盧梭認為：自由與權力由他人代表，是亡國的先聲。因此他是反對代議

制的。

● 盧梭也反對政黨政治，但若不能避免，則政黨越多越好，使其有代表全

體的政黨，方能使全意志出現。缺點是容易造成國家政策延宕及政局不

穩定等。ex：多黨制的比利時曾經長達541天為無政府狀態。

圖源：pintrest



五、人物思想
對當世與後世之影響

報告:施雅雯



美國獨立宣言

法國人權宣言

中華民國憲法

盧梭思想
對當世與後世之影響

圖源：google



美國獨立宣言

所有人皆生而平等並享有不得讓渡予他

人的權利。 這種權利包括生命、自由與

追求幸福之權，為了人民這些權利的實

現，乃創立政府。政府的各項正當權利

皆是源自被治者的同意，任何一種政治

體制如有損害其目的之行為，人民可加

以廢止、變更，並以實現人們的安全與

幸福的最適當原則來組織新設另一政府，

此乃是人民的權利。

圖源：google



● <獨立宣言>的民主思想，主要體

現在平等、天賦人權(洛克)、主權

在民(盧梭)、人民革命權四個方面。

● 獨立宣言接受了洛克(天賦人權)與

盧梭(主權在民、社會契約)的思想，

並且採用了三權分立原則(孟德斯

鳩)來組織政府。

● 這些原則及精神，為美國之基本

憲法精神，也為各國所模仿、引

用。

圖源：google



法國人權宣言

● 第一條 人們生來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據公共利益而出現的社會差別外，

其他社會差別，一概不能成立。

↪主張盧梭的自由、平等，如有社會上的差別時，須符合公共利

益(全意志)

● 第二條 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

利即自由、財產、安全及反抗壓迫。

↪洛克的天賦人權

圖源：google



● 第三條 主權的本源，主要是來自國民的付託。任何團體及個人都不得行使

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

↪符合盧梭的主權在民

● 第四條 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于他人的行為。因此，各人的自然權

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僅

得由法律規定之。

↪說明自由的定義，以及其權力的限制範圍

● 第五條 法律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

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

↪說明罪刑法定原則



● 第六條 法律是公共意識的表現。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經由其代表去參與

法律的制定。法律對於所有的人，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一樣的。在

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擔任一切

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外不得有其他差別。

↪法律需符合社約論中的全意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第七條 除非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並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續，不得控告、

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動議、發布、執行或令人執行專斷命令者應受處

罰﹔但根據法律而被傳喚或被扣押的公民應當立即服從﹔抗拒則構成犯罪。

↪政府和人民都須遵守法律規範

圖源：google



● 第八條 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

前已經制定和公佈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說明法律只能限制最低的標準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 第九條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即使認為必須予

以逮捕，但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種殘酷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嚴厲制

裁。

↪說明無罪推定原則，並保障人身安全

● 第十條 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

意見、甚至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

↪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信仰宗教之自由



● 第十一條 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

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濫用此項自由

應負擔其責任。

↪以不違反法律下，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

● 第十二條 人權的保障需要有武裝的力量﹔因此，除了為了全體的利益外不

得濫用此種力量。

↪任何武裝力量的必要性，須符合全體利益(全意志)

圖源：google



● 第十三條 為了武裝力量的維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賦稅就成為必不可

少的﹔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攤。

↪賦稅的必要性，並採用累進稅率，以保障窮人

● 第十四條 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

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征收方式和時期。

↪符合盧梭的主權在民

由人民直接監督或以代議的方式來制定，法律及監督政府

● 第十五條 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人民有權利監督政府



● 第十六條 凡個人權利無切實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

↪說明分權重要性，權力過大必造成腐敗

● 第十七條 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非經法律明白確認為公共利益所顯然必

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

↪保障人民財產權不受侵犯

圖源：google



中華民國憲法

➢主權在民

➢平等

➢自由

➢公共利益

圖源：google



➢主權在民

● 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 人權宣言第三條

● 第六十二條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 人權宣言第六條、第十四條



➢平等

● 第五條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 上一

律平等。

↪ 人權宣言第一條



➢自由

● 第十條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 第十一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 第十二條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 第十三條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 第十四條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 人權宣言第十、十一條

圖源：google



➢公共利益

● 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 人權宣言第十三條

● 第二十條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

↪ 人權宣言第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以上各條例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

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 人權宣言第四條

● 第二十二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憲法之保障。

圖源：google



六、批評與檢討

報告:張谷楓



缺點

● 由於盧梭只受過幾年的正式的教育，所以說的話會前後矛盾

● 對於公共利益和全意志的說法前後不一

● 盧梭反對政黨，但如果不能避免，多黨制才能防止黨同伐異的行為



公共利益?全意志?

● 盧梭早中晚期對公共利益的說法不一

● 由統治者自由定義其意義

淪為專制者的統治手段
ex北韓專制國家領導人 金正恩

圖片來源:google



北韓領導人 金正恩

●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官方媒體上總宣稱自己多麼受到人民愛戴，自己的決

策都是為了人民好

● 在一次報導中，1名29歲的女子表示，「在金正恩掌權前，我們還有魚跟肉

吃」。42歲的脫北醫生表示，「醫生1個月的工資只有3500韓元(約新台幣

120元)，比一袋米還要少，所以我都靠著走私草藥到大陸，再換一些家電及

食物回來」



金正恩認為把資源投入在軍武是公共利益，但是現實是這樣的嗎?

圖片來源:google

公共利益到底該由誰決定?



現代選舉手段

● 為了掌握某一族群的選票，而提出較偏袒卻又看似合理的政策

● 公共利益中參雜了眾意志的成分

ex減稅、退休金



減稅符合公共利益?判斷?

對於:

1.公共性:受用於社會全體成員 大家都不想繳稅

2.客觀性:對社會最大利益為考量

減稅?       不利於國家建設 成為包覆眾意志的工具 指對個人或少

數人有利



退休金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起因:軍公教的退撫基金不敷支應，將影響即將退休和年輕的軍公教無退休金

妨害未來的軍公教退休者的公共利益

鑑諸《憲法》第22條，其依現行退休相關法規支領優渥退休金的權利，不受憲法的保障

為避免國家破產，排擠社會福利支出及各類建設性支出 妨害公共利益

but!對退休的軍公教而言:領取退休金的金額減少

妨礙他們的公共利益

圖片來源:google



代議制?多黨制?

● 盧梭反對政黨，但如果不能避免，則必須以多政黨的形式來組成

● 責任無法確定要由何黨承擔-責任歸屬不明確

● 國會競爭激烈，難以達成共識-效率差

● 政策連續性不佳

● 改革性的法案較不易通過

ex:比利時、北愛爾蘭



比利時無政府狀態

● 非民族國家，1830年由荷蘭王國分裂出來的小國。

● 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為全球和平時期處於無政府狀態下時間最長的國家(541天)。

● 1970以後，所有政黨一分為二，不再有全國性政黨。

● 原因：北部與南部對劃分聯邦與區政府權限的政體改革始終無法達成共識。

● 「看守政府」讓國家運作正常。

● 因為多黨導制沒有政府的產生，使得國家沒有領導人去歐盟開會，執行法律，

恐怖分子才選擇比利時，社會安全出現巨大的漏洞。

圖片來源:google



北愛爾蘭無政府狀態

● 2017年3月2日到2018年8月29日常達589天無政府狀態

● 2007年開始，便出現兩黨對立的局面，DUP(親英國) v.s 新芬黨(脫英國)

● 起因:綠能計畫醜聞

● 新芬黨不滿DUP，帶頭退內閣，因此重新舉行大選，票數席次卻相差甚小

● 兩方政黨進入無止盡的討論，過了589天僵局仍沒解決，直到英國發出聲明

「在沒有行政實體下，北愛事務大臣為了保護北愛的利益，並且確保公共財政的穩定，必須繼

續做出必要的決定。」

圖片來源:google



小結

雖然盧梭的理論對後世的民主基礎有極大的影響，但對於公共

利益上的模糊解釋和該由誰來定義，仍需要人們去好好探討，

我們要如何去做才是符合公共利益，為社會帶來和平、公平的

政策。



結論

報告:王孟涵



盧梭的核心思想

● 社會契約論

將自身權利交給主權體以保護自身。

● 主權體

因簽訂社會契約組成的社會國家----共和國

● 全意志

追求公益原則為核心

● 人民主權論

唯有人民擁有國家主權



台灣的現況



九合一大選----公投案

● 全意志??

直接民權，全體參與

● 真的了解內容嗎?

涉及層面過廣

● 公投票數量過多

投票截止時間下午4點

● 弊病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

&cd=&ved=2ahUKEwijuMf1gvPhAhULfLwKHeDBD4

UQjRx6BAgBEAU&url=%2Furl%3Fsa%3Di%26sourc

e%3Dimages%26cd%3D%26ved%3D%26url%3Dhtt

ps%253A%252F%252Fwww.cmmedia.com.tw%252

Fhome%252Farticles%252F13003%26psig%3DAOv

Vaw32Djcqts6pKB_RBftswJhe%26ust%3D15565489

24147254&psig=AOvVaw32Djcqts6pKB_RBftswJhe

&ust=1556548924147254
圖片來源：
google



同志婚姻vs.公益原則

● 法律 (人力、物力、腦力、財力)

● 家庭 (子女成長、教育)

● 人口 (勞動力、消費力、戰鬥力)



善用人民權力

●落實媒體識讀及基本法律素養

●在學校增設能提升公民素養的課程教育未來的公民

●利用選票選出能為台灣帶來正向變化的決策者

●發揮人民主權論（主權在民）最大效用



大家都想讓台灣更好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國家的主人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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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三) 參考圖片-4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b/EmileTitle.jpeg

(愛彌兒-2019/04/29)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6/DOI_Rousseau.jp

g/525px-DOI_Rousseau.jpg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2019/04/29)

●http://mirabellesprometheusbound.weebly.com/uploads/5/3/8/0/53808889/3136

196_orig.jpg(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對改良風俗是否有益-2019/04/29)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e/e7/RousseauDiscours

eSciencesArt.jpg/413px-RousseauDiscourseSciencesArt.jpg

(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對改良風俗是否有益-2019/04/29)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3/39/Levasseur1.jpg/22

0px-Levasseur1.jpg (戴萊斯-2019/04/29)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b/EmileTitle.jpe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6/DOI_Rousseau.jpg/525px-DOI_Rousseau.jpg
http://mirabellesprometheusbound.weebly.com/uploads/5/3/8/0/53808889/3136196_orig.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e/e7/RousseauDiscourseSciencesArt.jpg/413px-RousseauDiscourseSciencesArt.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3/39/Levasseur1.jpg/220px-Levasseur1.jpg


參考資料
(三) 參考資料-5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d/FrancoiseLouiseWarens.jpg

(華倫夫人-2019/04/29)

●https://gushi.tw/wp-content/uploads/2015/12/Rousseau.jpg(盧梭-2019/04/29)

●https://img-s-msn-

com.akamaized.net/tenant/amp/entityid/BBW2JwE.img?h=446&w=624&m=6&q=60

&o=f&l=f&x=242&y=335 (金正恩-Google 2019/05/09)

●https://c1.staticflickr.com/9/8245/29429264405_34e80538ed_o.jpg

(年改-Google 2019/05/09)

●https://fpscdn.yam.com/world/201808/6e/d8/5b8617ec96ed8.jpg

(北愛爾蘭無政府-Google 2019/05/12)

●https://cdn.hk01.com/di/media/images/470242/org/4b9967eeae2d3c511fc4e42951

3bdfad.jpg/IpvxNqOg44R0PHKWIR0zIbsAiMtRskABw-fvncPn750

(比利時無政府-Google 2019/05/12)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d/FrancoiseLouiseWarens.jpg
https://gushi.tw/wp-content/uploads/2015/12/Rousseau.jpg
https://img-s-msn-com.akamaized.net/tenant/amp/entityid/BBW2JwE.img?h=446&w=624&m=6&q=60&o=f&l=f&x=242&y=335
https://c1.staticflickr.com/9/8245/29429264405_34e80538ed_o.jpg
https://fpscdn.yam.com/world/201808/6e/d8/5b8617ec96ed8.jpg
https://cdn.hk01.com/di/media/images/470242/org/4b9967eeae2d3c511fc4e429513bdfad.jpg/IpvxNqOg44R0PHKWIR0zIbsAiMtRskABw-fvncPn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