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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介紹

組員:機械一乙 林嘉麒



人物生平

• 約翰·洛克(John  Locke)

• 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

• 生於英國薩默塞特郡的威靈頓村

• 思想與理論對於後代產生巨大影響

圖片來源：google



家庭背景

•洛克的父親在薩默賽特郡擔任地方法官書記的

律師，曾經在英國內戰時擔任議會派部隊的軍

官。洛克的母親艾妮絲·金恩則是一名製革工匠

的女兒。

•由於雙親都是清教徒，洛克在出生的同一天被

受洗。出生後不久，洛克家搬到了潘思福德鎮

區的一個農村並在那長大。



學歷與經歷

• 1647年，在父親的友人父親友人國會議員

Alexander Popham的資助下的資助下，洛克被送

至倫敦就讀西敏（威斯敏斯特）中學接受古典

文學教育。

•從西敏中學畢業後，洛克接著前往就讀牛津大

學基督堂學院。



學歷與經歷

•於1656年與1658年分別得到學士及碩士學位，

後來在牛津大學敎授希臘語和哲學，並且與當

時的虎克、波以耳等人為同事，甚至和牛頓是

好友。



學歷與經歷

•由於洛克對於當時盛行於牛津大學的經院哲學

不感興趣，反而深愛笛卡兒的哲學及自然科學，

如此導致洛克的哲學不被喜歡，1665年最終決

定中斷教職改而習醫。



學歷與經歷

• 1666年洛克因為治病而認識了沙夫堡伯爵，伯

爵當時正為肝臟感染疾病所苦，在接受洛克的

治療後相當感激，於是在隔年說服洛克成為他

的助手，並開始洛克的政治生涯。



洛克與沙夫堡伯爵

• 1667年搬進了沙夫堡伯爵於倫敦的住所，兼任

他的個人醫師。在倫敦，洛克在知名醫師湯瑪

斯·西德納姆的指導下繼續研讀醫學，其對於洛

克在自然哲學上的概念產生極大影響，這種影

響可以在後來洛克所著的《人類理解論》一書

裡發現。



洛克與沙夫堡伯爵

• 1668年，隨著沙夫堡伯爵的肝臟病情逐漸惡化，

洛克說服沙夫堡伯里伯爵接受一次開刀手術以

移除肝臟內的囊腫。手術的成功令伯爵感激的

稱讚是洛克救了他一命。

• 1669年時被入選英國皇家學會。

• 1674年得到醫學學士文憑



洛克與沙夫堡伯爵

•沙夫堡伯里伯爵身為輝格黨的創立者之一，對

於洛克的政治思想有極大影響。伯爵於1672年

被指派為英國大法官，洛克也隨之參與各種政

治活動。



洛克與沙夫堡伯爵

• 1679年洛克開始撰寫知名的《政府論》一書。

• 1683年，沙夫堡伯爵被懷疑涉嫌一件刺殺查理

二世國王的陰謀，洛克隨著伯爵逃亡至荷蘭，

次年伯爵去世，洛克代替伯爵掌管輝格黨。



洛克與沙夫堡伯爵

•在荷蘭，洛克終於有時間繼續開始撰寫許多著

作，花了許多時間重新校對他的《人類理解論》

以及《論寬容》的草稿，直到光榮革命結束為

止洛克都一直待在荷蘭。



光榮革命

• 1688年洛克跟隨奧蘭治親王（威廉三世）的妻

子一同返回英格蘭。在抵達英國後不久洛克開

始將大量的草稿出版成書，包括了《人類理解

論》、《政府論》、以及《論寬容》都在這段

時期接連出版。



光榮革命

查理二世 詹姆斯二世
(皇后不孕且無合法之子女) (信奉天主教，查理二世之弟)

王位傳承

圖片來源：google



詹姆斯二世

•詹姆士二世(1633年－1701年)

•英國在1685年經過政權輪替後，
由查理一世的第二個兒子詹姆
士二世繼成王位。

• 1685年到1688年間是英格蘭、
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國王，為最
後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國國王。

圖片來源：google



輝格黨與托利黨

輝格黨
Whig

托利黨
Tories

驅趕牲畜的鄉巴佬
whiggamore

亡命之徒
tóraidhe

較為激進 較為保守

反對詹姆斯二世繼承 支持詹姆斯二世繼承



光榮革命

• 1685年，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不顧國內普

遍反對，違背以前政府制定的關于禁止天主教

徒擔任公職的規矩，委任天主教徒到軍隊任職。

此後進而任命更多天主教徒到英國政府部門、

教會、大學擔任重要職務。



光榮革命

• 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先後發布兩個「信仰自

由宣言」給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所有非國教

徒以信仰自由，並命令英國國教會的主教在各

主教區教壇宣讀，引起英國國教會主教們普遍

反對。



光榮革命

•同時詹姆斯二世殘酷迫害清教徒，還向英國工

商業主要競爭者——法國靠攏，危害資產階級

和新貴族利益。



光榮革命

• 1688年6月20日，詹姆斯得子，因此其信仰英國

國教的女兒瑪麗從此與寶座絕緣。當時掌握議

會的輝格黨人與部分托利黨人為避免信奉天主

教的詹姆斯二世傳位給剛出生的兒子，而把詹

姆斯二世罷黜。



光榮革命

• 輝格黨和托利黨七位名人出面邀請詹姆斯二世的女兒

瑪麗與其丈夫威廉三世，入主英國國王寶座。(威廉的王位

繼承為第三順位)

• 1688年9月30日，威廉三世發布宣言，要求恢復他的妻

子瑪麗對英國王位的繼承權，並且於1688年11月1日登

陸英國，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進入倫敦。



光榮革命

• 1689年1月在倫敦召開的議會全體會議上，宣布由威

廉和瑪麗共同統治英國，同時議會提出《權利宣言》。

宣言於當年10月經議會正式批準定為法律，即《權利

法案》。從此之後確立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體

系。



光榮革命

•由於此次革命並無流血傷亡，史稱光榮革命

(bloodless)

•由洛克主導的輝格黨在此事件大獲功勞，而洛

克的主張大多獲得實現。



光榮革命

•至此，國王的權力更明確的受國會限制

•洛克於光榮革命後，撰寫《政府論下篇》替光

榮革命做辯護，向人民解釋在這一個晚上所發

生的事。(此事件由國會主導，人民毫不知情)。



晚年

• 洛克的密友瑪莎姆女士邀請洛克前往她在艾塞克斯郡

的鄉下住所定居。雖然當時洛克的身體狀況已經因為

哮喘病發作而飽受折磨，他仍成為了輝格黨的英雄人

物。在這段期間洛克也經常與牛頓等人討論各種議題。



晚年

• 1691年開始洛克一直住在瑪莎姆女士的家中。在此期

間，洛克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最終於1704年10月28

日去世，洛克終身未婚，也沒有留下任何子女。



二.主要著作介紹

組員：機械一乙 林嘉麒



主要著作

• 1689 《論寬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 1690 《論寬容第二篇》—A Second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主要著作

• 1692 《論寬容第三篇》—A Third Letter for 

Toleration

• 1689 《政府論二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1690 《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主要著作

• 1693 《教育漫話》—Some Thoughts ConcerningEducation

• 1695 《聖經中體現出來的基督教的合理性》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as Delivered in the 

Scriptures

• 1695 《為基督教合理性辯護》

—A Vindication of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人類理解論》與白板說

• 1690年出版

•人類理解論是約翰·洛克有別

於傳統的認識論討論人類知

識與理解的基礎，否定天賦

原則，主張人類的原則和概

念都不是天生所具有的。

圖片來源：google



《人類理解論》與白板說

•白板說理論主張人在出生時的心智猶如一塊白

板（tabula rasa），觀念是由經驗所累積而成。

Ex.孟母三遷

•也就是一切是非善惡皆由經驗的學習而來的經

驗主義。



《人類理解論》與白板說

•此書為現代經驗主義哲學最初的奠基者，啟發

許多啟蒙運動時代的哲學家。



《論寬容》

• 1689年出版，為洛克的第一

本出版著作

•區分了一個教會與民間政府

的差異(目標上or手段上)。

圖片來源：google



《論寬容》

•政府是為了維持和平才存在的，並且必須保有

武力才能達成這個目標

•教會是自願構成的群體，為了提供靈魂救贖才

存在的，而且必須使用說服的手段傳教。

圖片來源：google



《論寬容》

•洛克雖然認為人民有義務服從政府的命令，但

他認為宗教信仰是個人自由，政府是無法介入

的。



《論寬容》

•政府可以出自政治上的目標而管制宗教，即使

是當這些政策妨礙了某些宗教傳統時亦然。

•例如拜火教教徒在晚間集會打擾附近居民，經

檢舉後警察只能依妨礙安寧名義開罰(政府不能

干涉宗教信仰自由)。



《政府論二篇》

•兩篇論文於1689年12月首次
匿名出版，分為上篇和下篇。

•上篇是專注於反駁羅伯特·
菲爾曼爵士《先祖論即論國
王之自然權》的君權神授。
洛克認為，任何政府都無法
通過訴諸國王的神聖權利來
證明其合理。

圖片來源：google



《政府論二篇》

• 菲爾默的文本提出了一個神聖的，世襲的，絕對
君主制的論據《先祖論即論國王之自然權》 。聖
經中亞當扮演父親的角色對他的孩子擁有無限的
權力，這種權威傳承了幾代人。 王權來
自於父權。

• 因為父親對子女有養育之恩，所以子女無論是否
成年都不能反抗父親。



《政府論二篇》

•對於權力傳承之問題 嫡長子直傳與現況矛

盾。

•為甚麼世界上有如此多位王？誰才是正統的亞

當後裔？

•父權之絕對與子女聽從命令於否 子女的

自主判斷與思考。



《政府論二篇》

•孩子在自己尚未成年時，由於父親的養育之恩，

所以要聽從父親的命令；但在孩子長大成人之

後便可自行判斷父親的話是否正確、是否值得

聽從。 任期制



《政府論二篇》

•下篇概括了公民社會的理論。洛克首先描述了

自然狀態比霍布斯的「地獄」狀態要穩定得多，

並且認為所有人在自然狀態下都是平等的。



《政府論二篇》

•由此觀點解釋，財產和文明的崛起。在此過程

中說明了唯一的合法政府是那些得到民眾同意

的政府。任何未經人民同意而統治人民的政府，

都可以被人民推翻。



《政府論二篇》

•下篇因光榮革命而曾大幅修改草稿，因此下篇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為光榮革命左辯護與解釋，

並提出了一套政府理論，也就是說人民從此以

後有權推翻違反此理論統治者。



《政府論二篇》

•暗示詹姆斯二世以違反此理論。人都是平等且

獨立的，任何人的生命權、自由權還有財產權

都不應被侵犯，而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這

些權利。



三.主要思想介紹

組員:生動一乙 韋俊廷



基本主張
•本性

•自然權利

•自然狀態

•契約論

圖片來源：google



本性

•洛克主張人性本善

•原因:人是由上帝創

造的，上帝教導給人

的是善，若教導是惡

的話，創造人的就不

會是上帝而是撒旦。
圖片來源：google



自然權利

人一生下來就享有生命、自由、財產權

→天賦人權，不受他人損害及侵犯。



自然狀態
•自由、平等、理性的狀態且人人都有相同的自然權

利。

•雖這是自由的狀態，但並非放任，人不可侵犯他人

的自然權利。



自然狀態

•理性:也就是自然法，任何人皆不可侵害他人

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



問題:自然狀態這麼棒為何人們在自然狀態
中還需要政府?



契約論
1.自然狀態的缺點:

(1) 每個人對自然法的定義不同，可能會因各自

的認知不同而產生紛爭→缺少明確、白紙黑字

的法律



舉例:日本人和台灣人
行進靠的方向

示意圖，圖片來源:google



(2)缺少一名裁判一切爭執和公正的仲

裁者

圖片來源:google



(3)缺少全力支持正確的判決使他

得到應有的執行

圖片來源:google



契約論

2.契約的簽訂:

為了謀求最大的幸福，人們捨棄了部分的權利，

經由大家的同意(投票)交給仲裁者與之簽訂契

約，成立政府、建立國家，以維護自身權利。



與霍布斯思想比較
洛克 霍布斯

人性 本善 本惡

自然權利 天賦人權，不得侵犯 為了生存，不擇手段

自然狀態 天堂 地獄

契約簽訂 人民→仲裁者 人民與人民，利維坦
監督

權利回收 可以(在自然法合理的
執行與解釋下，不包
括天賦人權)

不行(包括生命在內的
所有權利)



四.重要學說與理論探討

報告人:生動一乙 江宗瑋



內容

•同意原則

•罷免原則

•革命原則

•多數決原則

•默認原則

•任期制

•政府分權制



同意原則

•統治者是基於被統治者的授權而來，政府的組成必須
得到人民的同意。

•人民為主，政府為客。

•主權由君王轉移到人民。

在過去，人民是以客，被以主的政府（君王），統治

著，但現今多以人民為主，而政府為客的方式組成國

家。



舉例：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由陳水扁拿下497萬票
（39.30%）、宋楚瑜拿下466萬票

（36.84%）、連戰拿下292萬票（23.1%），由於
陳水扁得票最高，所以當選總統。

•代表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同意陳水扁擔任台灣的
總統來治理這個國家。

圖片來源：google



罷免原則

罷免權是，人民對其選出之人員，在其任期屆滿前舉

行投票，以決定是否令其任職，或給予免職之權利。

圖片來源：google



台灣首例罷免成功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26日進行罷免村長投票，出現罷

免新制門檻下調後的首例！現任村長陳明倫遭到罷免，

將由鄉公所派代新村長。依據罷免新制，只要原選舉

區選舉人總數的25％投票，而且多數意見支持罷免，

罷免案就可成立。屏東縣南州鄉決壽元村民因「不滿

村長陳明倫讓鄉公所把新納骨塔建在村內」發起罷免

村長投票，總人口1033人的壽元村



在選罷法新制下，超過259票就通過罷免案，

壽元村26日舉辦投票，前往投票的民眾310人，

結果277人贊成，成為罷免案首例。

圖片來源：google



革命原則

•洛克主張生命、自由、財產、乃人類不變的自然權

利。政府的責任就是保護這些自 然權利，否則人民

可以行使革命權而另立政府。但若政府拒絕下台，

則人民可以以武力來逼迫政府下台。



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

• 人民力量革命，因為發生於菲律賓國家首度區主要幹

道桑托斯大道而被稱為桑托斯大道革命或譯乙沙人民

力量革命、乙沙革命，是因為一連串自1983年起發生

於菲律賓針對總統馬可仕政權暴力、貪汙腐敗、與選

舉舞弊的示威抗議與公民抗爭，而導致1986  年2月

由人民投票、反對黨領袖暨總統候選人柯拉蓉·艾奎

諾與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樞機主教辛海棉領導、



國防部長安利爾及副參謀總長菲德爾·羅慕斯等軍政
高層參與響 應合力推翻馬可仕政權的革命

圖片來源:google



多數決原則

•多數原則又稱為「多數統治」，指群體處理事務時，

會依多數派的意見為決定方向。 而基本原則就是少數

服從多數，並且多數代表全體。

圖片來源：google



舉例:2018高雄市長選舉

•在2018的高雄市長選舉，陳其邁在剛開票時小幅領
先韓國瑜，後來韓國瑜逆轉少幅領先，差距亦愈拉
愈大，最後由韓國瑜大贏15萬票，也讓國民黨在三
十餘年來首次同時拿下高雄縣市的執政權，也是繼
吳敦義後，睽違20年首度贏得高雄市長的寶座。

韓國瑜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892,545票 53.87% 當選

陳其邁 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 742,239票 44.80%



默認原則

• 當在投票表決時，不表達意見或不投票，便視為
將權利託付給多數決定。

• 但是當你為少數時，而你又不同意表決的話，
你可以選擇離開，如果你不離開，就代表你默
認



舉例:班上40人，投票畢旅地點

墾丁
當選

台北 未投票

12 8 20

根據默認原則，
要墾丁的人數
是

12+20=3

2人

墾丁 台北
當選

未投票

3 10 27

根據默認原則，
要台北的人數
是

10+27=37
人



任期制

洛克認為，小孩在成年後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不一定要

聽從父親，就能選出自己認同的統治者，所以在經過一

段時間後要重新詢問成年孩子的意見，使這段時間內成

年的孩子也能参與並選出自己認同的統治者。至於每隔

多久是看各國的出生率做決定的，因為洛克並無說到。



舉例:2012台灣總統大選

•中華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在2012年1月14日21時54分
宣布開票結果，馬英九以6,891,139票勝出，當選中
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得票率51.6%；蔡英文獲得
6,093,578票次之，得票率45.6%；宋楚瑜則以369,588

票墊底，得票率2.77%。當選人於同年5月20日宣誓
就職。馬英九僅以80萬票勝出，要是這80萬年輕人
(首投族130萬)投給蔡英文的話結果就不會一樣了。



圖片來源:google



政府分權制

•絕對的權利，絕對的腐化。洛克提出分權制
度，藉以限制政府的權力。

•權力分成行政權、立法權及外交權，三個權
力。

•而立法院因權利過大，可能會造成立法獨裁
，後來由孟德斯鳩修正成

行政、司法、立法 圖片來源:google



結論

洛克所提出的這些原則，讓民主政治可
以具體實施，因此洛克被尊稱為「民主
政治之父 」。



五.人物思想對當後世之影響

報告者:食品一甲張睿哲



當代影響

•英國權利法案(1689年)

•英國寬容法案(1689年)



權利法案

•由威廉三世於1689年簽署，威

廉三世被宣布為「光榮革命」

之後英國國王的前提就是必須

接受由議會所提出的這部《權

利法案》。

圖片來源是 google



•洛克的主張大多在此被實現,代議制政

治也被確立，議會因此成為國家的最

高權力機關。



王權的限制

•國王不得干涉法律

•和平時期非經同意不得維持常備軍

•國王不得干涉議會的言論自由

•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國王必須定期召開議會

權利法案主要內容



權利法案主要內容
人民的權利

•人民有選舉議員的權利

•人民有不遭受殘酷及非常懲罰的自由

•人民有在未審判的狀況下不被課罰金

的自由

圖片來源是 google



•人民有向國王請願的自由

•人民有配戴武器以自衛的自由



權利法案主要內容

•因光榮革命而逃離英國的詹姆斯
二世被宣布退位因詹姆斯二世是
違反上述約定而被視為非法

•威廉三世及瑪麗二世為詹姆斯二
世的合法繼承人

•羅馬天主教徒不得再成為國王

圖片來源是 google

議會的權益



寬容法案

•除羅馬天主教徒和無神論者外，其他異教派皆享有宗

教自由，但任公職仍然必須要信仰國教

•此法案主要來自洛克的論寬容，認為宗教信仰乃個人

自由，政府無權干涉



主要內容

英格蘭非國教的教士獲得一定的宗教自由

不再強求去教會

可以參加非國教徒自己舉行的公開集會



後世影響

•美國獨立宣言(1776)

•美國憲法(1789)

•中華民國憲法(1947)

圖片來源是:google



美國獨立宣言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

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

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天賦人權

同意原則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

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其賴

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

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罷免原則

革命權



美國獨立宣言
•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

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

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

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

了的政府。



•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

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

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

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革命權



美國憲法

•於1789年正式成立，也是全世界第一

部成文憲法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

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

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該修正案於

1791年12月15日獲得通過，使美國成為首個在憲

法中明文不設國教，並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

的國家。

天賦人權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

全實屬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不得予以侵犯

•支持自衛、反抗壓迫的自然權利和公民採取一

致行動保衛國家的義務。對該修正案制訂目標、

適用範圍和效果的學術探討一直存在爭議，有

著多種不同的解釋。



美國憲法第三修正案
•任何兵士，在和平時期，未得屋主的許可，不得居

住民房；在戰爭時期，除非照法律規定行事，亦一

概不得自行占住。

•第三條修正案是憲法中最沒有爭議，也是在司法訴

訟中引用最少的條款之一。截止2009年都還沒有成

為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任何一個判決的主要依據。



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

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

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願保證，並具

體指明必須搜索的地點，必須拘捕的人，或必須扣

押的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



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
•無論何人，非經大陪審團的陳訴或起訴書，不受判

處死刑或褫奪公權之罪；惟於戰爭或社會動亂時期

中，正在服役的陸海軍或民兵發生的案件，不在此

限。



•任何人不因同一罪行而遭受兩次生命或身體的危害；

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非經正當程

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人民私有產業，

如無合理賠償，不得被徵為公用。

•第三四五的修正案

符合洛克對生命、自由和財產權的聲明。



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
•廢除奴隸制和強迫勞役，除

非是作為犯罪的懲罰。

圖片來源是: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A5%B4%E9%9A%B8%E5%88%B6%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B7%E8%BF%AB%E5%8B%9E%E5%BD%B9&action=edit&redlink=1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

人，都是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任何

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

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

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範

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



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

•於1860年代南北戰爭時期提出，並於1868年獲得

當時美國37個州的全部批准。

•此修正案符合洛克的天賦人權理論。



中華民國憲法
•於民國35年12月25日經制憲國民大會議決通過，並

於隔年(民國36年)實施。



中華民國憲法
•第二條主權於民：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五條人民平等：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七條人民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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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天賦人權：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

符合洛克的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理念



中華民國憲法
•第八條人身自由：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

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

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

處罰，得拒絕之。



中華民國憲法

•第十條居住遷徙自由：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十一條言論自由：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十二條通訊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十三條宗教自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十四條集會/結社自由：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符合洛克天賦人權之自由權聲明



•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第十七條：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第十八條：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符合洛克的主權在民理念



六.批評與檢討

報告人：化材一乙 戴柏宇



•生命權

•自由權

•財產權

洛克提出了自然權利

也就是天賦人權

不可剝奪的理論

並將人權分為下三種：



但是……

這些人權真的是由上天賦予

並且如同洛克提出的自然狀態中

人人平等、不可剝奪嗎？



當然不是！

若真如洛克所說，人權是是人人平等的，

那為什麼有些人出生於落後的國家，

溫飽一餐都是奢侈的想法，

有些人生來就是富二代，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予取予求且能夠任意浪費呢？



貧富差距‧圖片來自國家地理雜誌▼



QUESTION:

那麼權利到底從哪裡來？



國父思維

國父孫中山先生（1866/11/12～1925/03/12）

就在他所提出的《三民主義》中為我們解答

國父指出民權主義中的革命民權意思是：



主權應該屬於人民，

人民有革命的權利。

國父思維



並認為民權是歷史的產物，

非天然所有，

故人民必需盡

一定的義務才能享有，

且民權絕對不能授予

反對革命的人。

國父思維



簡而言之就是

權利是由革命，

也就是爭取而來的！

不主動爭取的人

則不具有同享權利的資格。



• 1754年至1789年：美國革命

導致了北美十三州脫離大英帝國

並且創建了美利堅合眾國

• 1968年：布拉格之春

一場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

政治民主化運動

• 2011年：阿拉伯之春

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

發生一系列民主化社會運動

部分國家進行政權更替，但並未民主化



QUESTION:

多數決原則的公平性？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使用多數決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

相信每一個人都能朗朗上口

但多數決是公平的嗎？



答案無疑是不一定！

殘酷的真相是，

相對少數的那群人

永遠只會居於劣勢。

因此，我們採取多數決

並非因為它最公平，

而只是以它做出決定而已。



• 2007年，都市更新計畫興建「文林苑」住宅

大樓，但原訂範圍內的王姓屋主不願參與。

•變更都更計畫區範圍製造多數暴力。

• 2012年3月28日，臺北市政府在最高行政法

院駁回上訴而全案定讞後，強拆王家建物。

多數決暴力‧圖片來自Google▲



七.結論

報告人:機械一乙 徐冠宇



•簡單來說:幫老百姓謀取福利

政府 人民

主人
公僕



•問題是我們現階段的生活有獲得明顯

的改善嗎???



現階段執政黨提出的政策

•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

•前瞻基礎計畫

•高鐵南沿屏東

•老農補助津貼



1.一例一休

•在2016年所推動勞工工作日數的改革政策，目的在

於讓台灣勞工全面落實「周休二日」。以確保勞工

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以及可以彈性加班的空間。

•但是真的有改善勞工環境真的有獲得改善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B7%A5


(源:應英有雜誌)



爭議

•但是請注意，目前這個休息日並不是例假，它是可

以隨時被拿來加班的。於是，就有所謂的「加倍」

工資。

•但是比起平常日加班工資還要來的少，這樣不但我

們平民老百姓拿不到應該有的工資也沒辦法獲得足

夠的休息這樣是對的嗎???



舉例:

•如果你我是雇主，在平常日晚上加班我只要付規定

的每小時1.33或1.66的工資，那我何不選擇在休息日

給個1小時的工資就好，不是更成本嘛？更能在休息

日比平常日還可多凹勞工幾個鐘頭呢！



2.年金改革

•是指中華民國對其國民（含軍人、公務員、教師、

勞工及農民等）之退休金或國民年金制度，以及退

休軍公教人員優惠存款（俗稱18%）的改革。年金

改革整體內容，包括相關財政來源、稅制調整及退

休金金額之調整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8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B%99%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0%E4%BC%91%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5%B9%B4%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0%E4%BC%91%E8%BB%8D%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5%84%AA%E6%83%A0%E5%AD%98%E6%AC%BE


•問題:但為什麼只針對軍公教呢???那勞

工團體呢???公共年金危險就此解除了

嗎???

(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2019/9/23公告

今年8月勞工就業人數1,152萬6千人，

較上月增加1萬5千人(0.13%)。



•但根據聯合新聞網指出目前全國退休

軍公教約51萬人，加計在職近64萬人，

合計約115萬人



•「年金改革」究竟到底能省下多少錢，各界有著不

同的說法，就連蔡政府也無法提出一個合理的計算

公式和令人信服的數據。

•或許我們犧牲少部分人的權益讓這項改革得以成功

但究竟能為整體帶來多大改變呢???還是讓某些人得

到利益呢???(選票之類的)



3.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是蔡英文政府在中華民國推行的經濟建設計畫，期

望透過興建及完善各種基礎設施，強化民間投資動

能，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潛能[1]。整體計畫包含「綠

數水道鄉」五大建設計畫：綠能建設、數位建設、

水環境建設、軌道建設以及城鄉建設，規劃以八年

時間投入總經費約新臺幣8824億9000萬元的特別預

算(每年相當1103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8%8B%B1%E6%96%87%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A4%8E%E8%A8%AD%E6%96%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7%9E%BB%E5%9F%BA%E7%A4%8E%E5%BB%BA%E8%A8%AD%E8%A8%88%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7%AE%A1%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E9%81%8B%E8%BC%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9%84%89%E8%A6%8F%E5%8A%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7%BA%E5%B9%A3


• 前瞻計畫是否真的前瞻？

• 基礎建設考量的是誰的
需求？

• 軌道建設真的能夠順利
執行嗎？

(源:google)



•問題:每一項真的有其的必要性嗎???還

是又讓某些人從中的到利益呢???



相關政策

• 4.高鐵南沿屏東:

是將縱貫臺灣西部的台灣

高速鐵路自向南延伸至屏

東境內的計畫。。

(源: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A5%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AB%98%E9%80%9F%E9%90%B5%E8%B7%AF


(源:天下雜誌)



•問題:高鐵南延真能造福屏東？省下這

8~24分鐘時間花費至少將近500億預

算,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啊??



(源:世界電影)



•在計畫公布後，有民眾於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平台」提案反對[3]，要求「將經費用於改善台鐵」，

其中的連署人以屏東市居民最多[4][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0%B5%E5%BB%B6%E4%BC%B8%E5%B1%8F%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0%B5%E5%BB%B6%E4%BC%B8%E5%B1%8F%E6%9D%B1


• 5.老農補助津貼:

在中華民國（台灣）年滿65歲，曾加入過農保滿15

年以上之農民，並符合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3條之規定者，可向所屬農會申請老農津貼，每月領

取NT$7,000元，發放其至死亡當月為止。

(源: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B2%E4%BF%9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F%B0%E5%B9%A3


•台灣目前農業勞動人口不到55萬，每月有70萬人領

老農津貼，排富條款通過之後仍有62萬人領老農津

貼，每月支付45億元。

•農民身份認定寬鬆，只要加保6個月就可以領津貼到

死。有人可能94歲才務農，但一樣可以領老農津貼。
[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8%BE%B2%E6%B4%A5%E8%B2%BC


•那這些補助款又是那裡來的呢???



(源:世界電影)



身為台灣的一分子我們該怎麼做呢???

•洛克在政府論二篇中國家政府運作之原則:

(1.)國家政府是基於全民的契約而來(就是透過投票)

因此政府的組成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就是同意原

則)

(2.)國家政府之存在目的是在為大家謀福利若不能

人們可以更換重組政府(罷免原則)



•重點:投票的意義是為了行使我們的權

利

(源:google)



•重點:在接下來2020總統大選各位不

要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為台灣選出最

適任的利維坦



透過教育建立獨立思考

在網路上看到的資訊是否為真?

這篇新聞報導是否過於片面?

一個政策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呢?

真相和你所見識的差距有多遠?

獨立思考，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

成為台灣未來的光芒，照耀社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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