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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與背景介紹報告人：蔡憲彰



時代背景1-1



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58~1603

霍布斯出生於伊莉莎白
女王統治的英格蘭(都
鐸王朝)

為亨利八世的女兒

沒有子嗣，被人稱為
「童貞女王」

死後由外甥，蘇格蘭
國王詹姆士六世繼位
(詹姆士一世 )

▼圖源：google



詹姆士一世
James I 1567~1625

原信仰支持君權神授的
天主教(原蘇格蘭王)

因繼位英國國王而改信
英國國教(陽奉陰違)

無視英格蘭特有的議會
傳統，繼位後堅持按照
及專制王權理論(君權
神授)行事，使得國王
與國會的矛盾更形激化

死後由兒子，查理一世
繼位

▼圖源：googl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與父親詹姆斯一世相同
信仰君權神授理念

 1628年因國庫財政拮
据，便下令徵稅，不得
已召開國會，只好和國
會簽署「權利請願書」

 40萬英鎊到手後卻不遵
守，隔年將國會關閉，
且長達11年不開國會，
實施個人獨裁專制

▼圖源：google



權利請願書
Petition of Right

1. 未經國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2. 不得隨意拘捕人民

3. 不得於和平時期宣布戒嚴

4. 軍隊不得駐紮民房

限制國王的權力

▲圖源：google



英國內戰
導火線

 1638年蘇格蘭總督回報瑞士傳來的新教喀
爾文教派（清教徒）在蘇格蘭盛行，國王
得知後便下令不得信仰喀爾文教派，只得
信天主教或英國國教。

蘇格蘭人不予理會，查理一世便派兵攻打
蘇格蘭，結果戰敗。

為了籌備軍備再次攻打蘇格蘭（國王不能
戰敗，否則會失去威信），查理一世只好
再次召開國會，但國會不僅不給錢，還發
表「大諫章」將他批評一頓，因此國王在
22天後將國會關閉，史稱「短期國會」。



英國內戰
導火線

但籌備軍備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於是國王
身邊的臣子建議他暫時退一步，召開第五
次國會，史稱「長期國會」。

在1642年派寵臣—斯特拉福德前往議會勸
說，卻在議會被打死。



英國內戰1642-1651

English Civil War

查理一世因而震怒，決定舉兵向國會發起戰爭，自
此展開時長8年的英國內戰。

國王軍隊為重騎兵，稱騎士黨。

國會則為輕騎兵，稱圓顱黨。



英國內戰
English Civil War
騎士黨 VS. 圓顱黨

▲騎士黨 圖源：wiki ▲圓顱黨 圖源：wiki



英國內戰
English Civil War
騎士黨 VS. 圓顱黨

▲圖源：google

當時就有槍枝-燧發槍



清教徒革命
Puritan Revolution

初期由武裝多的騎士黨佔盡優勢，趨於下風的國會
因而向克倫威爾尋求幫助（條件是清教徒能夠合法
化），因克倫威爾為清教徒，後世稱此戰役為清教
徒革命。

 1645年6月的納斯比戰役中，在民間流傳克倫威爾帶
領軍隊，使用戰術武器絆馬索，成功打敗國王軍的
重騎兵，取得勝利。

 1646年查理一世敗逃，將長子查理二世送往法國，
其目的是為了搬救兵（姑丈是法國國王，但與英格
蘭有過節，所以最後並未支援），次子（詹姆士二
世）則逃亡蘇格蘭。



清教徒革命
Puritan Revolution

 1649年，克倫威爾逼迫查理一世簽下「權力讓渡
書」，但查理一世不同意，於是他迫使國會用叛國
的罪名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

 1653年，蘇格蘭人知曉查理一世被處決，便派兵攻
打英格蘭，由克倫威爾獲得勝利，當時國會覺得他
太獨裁，隨後也趁戰亂出兵攻擊他，結果也由他獲
得勝利，於是貴族們紛紛逃到愛爾蘭尋求協助，攻
打英格蘭，他便出兵攻打愛爾蘭並將之一舉拿下，
促成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統一的局面。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圖源：cheap ▲圖源：cheap(有改過圖)



奧立佛•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1653年，克倫威爾是平民階
層，照慣例是不得稱王的，
且拒絕受封為貴族（因其不
願向貴族低頭受封），因此
被宣布為護國公，推翻原本
共和體制，建立護國政體。

 1658年克倫威爾病逝，將護
國公的位置傳給他的兒子理
查，但他並沒有父親的政治
與軍事實力，便請辭下台。

 1660年查理二世回到倫敦復
辟。

▼圖源：wiki



人物1-2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97

 1588年出生於英格蘭威爾特
郡的馬姆斯堡。

 1603年身為平民的他能力出
眾，被送至貴族校牛津大學
的摩德霖學院就讀。

 1608年取得學位後，因為不
是貴族，當時收入最好的工
作是擔任貴族的家教或秘書。

 經由院長推薦，擔任哈德威
克男爵卡文迪西之子威廉的
家教(即後來的德文郡伯爵 ) 。

 霍布斯一生和卡文迪西家族
的緊密關係也在此展開。

▼圖源：google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10 1631

1628 1637

霍布斯陪伴威廉在成
年前的旅遊，遊遍歐
洲大陸，因此有機會
結識培根和伽利略等
知識分子（科學
派）。

卡文迪西家族又再
次僱請他，不過這
次教導的對象改為
威廉之子。

6月威廉死於瘟
疫，伯爵夫人不再
僱請他。

回到英國，當時英
國的政治和社會局
勢動盪不安，霍布
斯無法再專心地
進行哲學研究了。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40 1647

1642 1651

11月，英國長期國會取代
短期國會，國會與國王間衝
突迅速惡化，霍布斯認為自
己可能招致政治迫害，便迅
速逃至巴黎，在接下來11

年內都不曾回到英國。

受卡文迪西家族推薦，成為
了查理二世的數學老師，因
同情查理二世的遭遇，而撰
寫了《利維坦》，想為查理
一世翻案。

英國內戰爆發，保王派的
情勢惡化，許多國王的支
持者流亡至巴黎而與霍布
斯相識，使得霍布斯開始
對政治產生興趣。

霍布斯受到天主教的人
脅迫，便將《利維坦》
寄給克倫威爾，尋求克
倫威爾的庇護，使他能
逃至英國倫敦避難。



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60 1666

1665 1679

查理二世復辟後，某天在路上遇
到了老師霍布斯，居然當場向他
鞠躬敬禮，此舉震驚了全國。後
將他召至忠宮賞賜其每年£100的
退休金和自由進出王宮圖書館的
權力。
（當時平民五口之家一年只需
£5）

發生大火災，英國下議院制訂對無神論者
不利的法案，下令趕出所有的無神論者
（霍布斯是名單的第一位）。國王查理二
世趕緊提前通報給他，在收到消息後他迅
速將原稿焚燒並匆促逃走。後來在國王查
理二世和卡文迪西家族的庇護下，免於貴
族和教會的攻擊與迫害。

倫敦發生大瘟疫。 染上膀胱疾病，並
且死於隨即而來的
中風，享年九十一
歲。



二、主要著作介紹報告人：李震宇



主要著作介紹

 1629.翻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650.《自然和政治法律要素》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寫於1640年

《人性論》Human Nature

《政體論》De Corpore Politico

 1651-8.《原始元素的原始哲學》Elementa philosophica

 1642.《論公民》De Cive（拉丁文）

 1651.《論公民》的英文版 Philosophical Rudiments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



主要著作介紹

 1655.《身體論》De Corpore（拉丁文）

 1656.《身體論》De Corpore（英文翻譯）

 1658.《論人》De Homine（拉丁文）

 1651.《利維坦》Leviathan

 1656.《論點石破天驚》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Necessity and Chance

 1668.利維坦的拉丁文翻譯

 1675.翻譯荷馬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為英文

 1681.死後出版的《巨獸與長期協議》Behemoth,or The Long 
Parliament（寫於1668年）。



伯羅奔尼撤戰爭史
Peloponnesian War

伯羅奔尼撤戰爭是以雅典為首
的提洛同盟與斯巴達為首的伯羅
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戰爭。這
場戰爭從西元前431年一直持續
到西元前404年，但最終斯巴達
一方勝利。

在現代西方研究學者中也有人
稱這場戰爭為「古代的世界大
戰」。

日期：前431年-前404年4月
25日

地點：希臘本土、小亞細亞、
西西里結果伯羅奔撤聯盟勝利

領土變更：提洛同盟解散



提洛同盟

成立於西元前478年

為了繼續對抗波斯帝國而成
立此同盟。

海軍強善海戰。

偏向民主



伯羅奔尼撒聯盟

西元前6世紀末，斯巴達成為伯
羅奔尼撒半島上最強大的城邦。

斯巴達以獨裁專制、軍國主義
和嚴酷的紀律而聞名，實行奴隸
主階級的貴族寡頭統治。

屬於陸地國家，善陸戰。

▲圖源：google



戰爭經過

由於提洛同盟擅長海戰，故採取陸守海攻
的對策，在陸地上蓋一座穩固的城牆，海
邊則出兵攻打伯羅奔尼撤聯盟，在海戰的
過程中提洛同盟有許多水手落海，而提洛
同盟的8位將領決定先追擊伯羅奔尼撤聯
盟，再回來救水手，最終追擊成功，但落
海的水手卻不幸溺斃。

當這8位將領回到雅典，準備接受人民的表
揚時，反對派的人卻帶領著溺斃水手的家
屬到現場哭訴，說那些將領對自己的孩子
見死不救，此時表揚大會瞬間變成審判現
場，後來判8位將領有罪，最終有2位將領
逃跑，6位被處死。



戰爭經過

伯羅奔尼撤聯盟聽到這些消息，覺得這場
戰爭有機會勝出，於是出海兵攻打提洛同
盟，提洛同盟因為沒了將領帶領，最終海
戰輸了。

提洛同盟深知陸戰不利，故堅持不出陸
兵，此時反對派嘲諷市長很爛，最終市長
請辭下台，而新上任的市長則不得不出
兵，最終由伯羅奔尼撤聯盟勝利。

雅典戰敗主因:內鬥

結論:霍布斯認為專制才能使國家變更好



利維坦
Leviathan

 全名為《利維坦或教會國家
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
權力》

 利維坦，又譯巨靈，是希伯
來聖經的一種怪物。

 「利維坦」一詞在希伯來語
中有著「扭曲」、「漩渦」

 霍布斯用利維坦比喻國王，
藉此論證君權至上，反對君
權神授。

▲圖源：wiki



《利維坦》內容2-1



上半部代表組成國家需要的

四大要素：國王、國民、土地、城堡



全書分為
四大部分

 論人

 論國

 論基督教國

 論黑暗之國



論人:

討論人性為利維坦的首要部分

主要在定義自然狀態

認為人性本惡

人性本惡與契約論來說明國家起源與性質



論國家

為全書重點

認為國家是人民遵守自然法則而訂定契約而
成

利維坦維護國家安定，保衛人民安全，避免
回到自然狀態



論基督教國家
否認、批判教會及教堂

主張君王權力高於教會

認為教會不應獨攬大權



論黑暗之國
攻擊羅馬教會的腐敗黑暗，認為教皇權力過
大



三、主要思想介紹報告人：黃啟忻



思想背景

 1649年1月30日，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在清
教徒革命中被送上斷頭台，引起人們對王
權的質疑。

在此背景下，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試著
以契約論的觀點解釋王權的誕生，替王權
辯護。



王權如何誕生？

在傳統君權神授的觀念下，王權由神授予，由王室繼承。

但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並提出疑問：最初的王權是如何誕生的？



王權如何誕生？

過去的王室 瑪麗一世 伊莉莎白一世 詹姆士一世 查理一世



王權如何誕生？

霍布斯假設在最初的君王誕生前，人類處在稱為「自然狀態」的原
始狀態中。

自然狀態 最初的君王 之後的王室



何謂自然狀態？

霍布斯對自然狀態的假設 :

1. 人性本惡

2. 無政府或法律管轄

3. 人與人之間能力相差有限，可視為平等(百米能跑13秒的人和百米
跑15秒的人在野外的生存優勢差異不大)

4. 人類為生存不擇手段



指在人類建立起社會及政府前，最原始的狀態。

在自然狀態下，人類因對彼此的不信任和為了利

益的爭奪而陷入永久的戰爭中。



自然權利

指人類為求生存而可以為所欲為的權
利。

到目前為止，各國都有以法律保障人民
的自然權利。

台灣：刑法第23條(正當防衛)、刑法第24

條(緊急避難)



自然權利的表現

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我們要活下去」

一架載著45名烏拉圭橄欖球隊員的飛機，從烏拉圭飛往智
利途中墜毀在海拔四千公尺的安地斯山脈中，72天後僅剩
16人靠吃同伴的屍體而存活下來。

圖片資料來源—Google



正當防衛範例

台南市漁光里前里長李茂松與友人黃亭皓2016年7月底聚餐時
發口角衝突，李男持槍射擊黃男，黃男持魚刀反擊，李男反
被刺殺身亡，一審認黃防衛過當依傷害致死罪判1年4月，二
審認有殺人不確定故意依殺人罪改判1年8月，經上訴發回，
更一審29日宣判，法官認定黃符合正當防衛要件，撤銷二審
原判決，改判無罪。



契約論

在自然狀態下，人類不可能獲得和平。
為求和平，人們互相渡讓可以自由傷害
他人的自然權利，即為締結契約。

但因為人性本惡，人們不信任彼此，此
契約無法成立。

因此，人們拜託一名像利維坦的強大的
人，將自然權利交給利維坦，並由利維
坦監督契約和保護人民的安全。



契約成立 = 政府成立 = 國家成立

利維坦不在契約中，他負責監督契約和保護人民安全。

此契約並非白紙黑字的約定，僅由互相認可的默認維持。

若有人不參與契約，利維坦則不保護其安全，任其自生自

滅。



契約成立 = 政府成立 = 國家成立



四、重要之學說與理
論探討

報告人：陳冠霖



利維坦跟人民

「利維坦」原為《舊約聖經》記載的一種怪獸。

在霍布斯思想中意旨國家的君主(必須具有強大力量)。

為了不生活在打打殺殺的環境，人民把自己的權利、生命交給大家
認可的人(君主)身上。

人民互相簽訂契約，利維坦負責監督人民，不簽訂契約的人民，利
維坦沒有責任要保護(趕出國外，讓他自生自滅)。

利維坦的任務為對內維持秩序，對外保護人民。



我國的利維坦
(總統)

▶圖源：google



自然狀態可以收回嗎?

人民制定、簽訂契約，一旦簽訂完契約之後人民就要交出自然權利
給利維坦，人民交出來的自然權利就不可收回。

收回→重回恐怖的自然狀態。

因此有國有政府，人民雖不免痛苦，但決不會超過無政府互相殘殺
爭奪之內亂之禍害，巨靈(君王)只要能繼續執行任務(保護人民)，
讓國家正常運作，契約永恆有效，君王永遠世襲。



契約的永恆

第一代人民 第一代利維坦支持

第二代人民 第二代利維坦支持

第三代人民 第三代利維坦支持

…
…

第N代人民 第N代利維坦支持

當代人民 查理一世支持

▼圖源：google



為查理一世翻案

因為契約是永恆的，當
利維坦(巨靈)還可以履行
責任，人民就不能隨便推
翻利維坦。

所以當時英國人民把查
理一世送上斷頭台是「違
反契約」的！

▶圖源：google



人民能不能放棄利維坦？

答：No，但要同時滿足以下兩種條件

1. 當利維坦失去保護契約內人民的能力時。

2. 導致國家重回自然狀態。

新的國家成立

人民就可以去支持另外一個利維坦

▶圖源：google



例子

張獻忠、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後，
明朝末代皇帝明思宗上吊自殺
（舊的利維坦死亡），造成明朝
大亂（重回自然狀態+無法保護
人民），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打
敗李自成引順治皇帝入關（新的
利維坦進來），就此明朝改清朝。



五、人物思想對當世
與後世之影響

報告人：盤柏辰



對當世的影響

 以科學的方式打破了傳統的君權神授觀念

 以契約論解釋國家的形成

 影響洛克及盧梭在未來發表的理論



約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代表作:《政府論》

 主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
然權利」，每個人都有責任
捍衛自己的權利以及尊重他
人權利，統治者是為了維持
契約而存在的，當政府無法
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時人民
有權推翻政府。

▼圖源：wiki



尚-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代表作:《社會契約論》

 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民主共
和國，要求實行人民主權，
人民不得為了利己主義而追
求利益，每個人須把一切的
權利交給由大家共同組成的
社會國家，以得到社會國家
的保護。

▼圖源：google



霍布斯契約論

盧梭社會契約論
洛克契約論

現代民主憲政的基石

修改

影響



對後世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

成立國際聯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成立聯合國

世界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一場於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主要發生在
歐洲的大戰，戰爭過程主要是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戰
鬥，其導火線為1914年6月28日的塞拉耶佛事件。在這場
戰役中約6,500萬人參戰，約2,000萬人受傷，超過1,600

萬人喪生（約900萬士兵和700萬平民），造成嚴重的人
口及經濟損失，估計損失約1,700億美元（當時幣值）



第一次世界大戰
真實照片

▶圖源：google



成立國際聯盟
(舊利維坦)

成立於1920年1月10

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
束，在巴黎和會召開後組
成的跨政府組織，也是世
界上第一個以維護世界和
平為其主要任務的國際組
織，但這個組織並未擁有
武力，無法真正的維持契
約，所以才會有第二次世
界大戰。

▼圖源：wiki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至1945年爆發的全球軍事衝突。分成兩個彼此對
立的軍事同盟——同盟國和軸心國。這次戰爭是人類史
上規模最大的戰爭，動員1億多名軍人參與這次軍事衝
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定為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
波蘭開始，這次入侵行動即導致英國和法國向德國宣
戰。而此次軍事衝突大約有6000萬人在戰爭中喪生，其
中約有2,000萬名士兵和4,000萬名平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
真實照片

▶圖源：google



成立聯合國
(當今利維坦)

是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
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
國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的1945年，取代國
際聯盟以防止戰爭的發生
並為各國提供對話平臺。
由五個常任理事國英、
美、俄、法、中和其他簽
署國組合而成，其軍隊須
由這五個理事國以投票的
方式授權才可行動。

▼圖源：wiki



聯合國是否成
功扮演利維坦

聯合國並不完美扮演著利維坦這個角
色。首先在這個組織中雖有維和部
隊，但其出兵的條件有限制，無法即
時出兵。第二，中國及美國皆在常任
理事國中，若之後雙方打起來聯合國
能介入嗎？如果無法介入那聯合國就
違背了霍布斯理論中作為利維坦的存
在。



烏俄戰爭

俄羅斯與烏克蘭自從2014年爆發克里米亞危機後就紛
爭不斷，到2021年又因各種問題使得雙方逐漸升溫，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丁下令對烏克蘭採取
「特殊軍事行動」，由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俄羅
斯開戰，時至今日，聯合國還是無法動用武力制裁，
聯合國顯然沒有維持國際和平的能力。

▲圖源：BBC



世界政府的必
要性

為了現今的和平狀態，我們需要足夠
強大的世界政府(利維坦)，一個擁有
絕對武力的組織，能夠在發生爭執時
做出及時的反應，但反觀這種至高無
上的權力，若掌權者心懷不軌也將會
引起另類的問題甚至進行獨裁統治，
導致全球陷入恐慌。



我的觀點
世界政府不是必要的存在，若這個組
織的存在弊大於利的話，那我將認為
維持現狀是最好的。



六、批判與討論報告人：周裕盛



是否真的有自然
狀態？

▼圖源：google



我想是有的，從古至今人類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且
慾望無限，若沒有一個強大的約束，必然走向自然狀
態。

▲圖源：google



自然狀態下人們
會變得怎麼樣？

▼圖源：google



納粹大屠殺
納粹大屠殺發生於1941年到1945是指德國納粹和各協作國對600

萬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種族面絕，當時歐洲約略有900萬猶太人，
其中將近2/3之猶太人被害。

▼圖源：google



為何德國納粹要種族滅絕

德國納粹未曾向世界解釋為何要向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後有
專家推測兩大原因，第一個可能因經濟上的動因，猶太人歷來善
於經商經濟相當成功，還有一個原因是，納粹政權認為猶太人傾
向於革命，馬克思主義是「國際猶太財團」的政治學說因而把反
猶跟迫害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聯繫起來，以穩固納粹政權。在歷
史上猶太人參加革命確是比較積極

▲圖源：google



南京大屠殺

日本軍隊在大日本帝國的侵華戰爭，對當地居民實施的有組織、
有計劃、有預謀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一系列戰
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的統稱。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開始持
續6周以上，直至1938年2月。估計南京大屠殺中有超過20萬的中
國人被日軍殺害。在中國，自1947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以來，認
為約有30萬人在大屠殺中遇難，導致後來的中日互相仇視。

▲圖源：google



在霍布斯理論中人民將權力一旦交出去後，
就無法收回這樣合理嗎？

▲圖源：google



我認為不合理，若利維坦本身是個暴君，無
法推翻他，人民就無法過著安穩的日子，於
是洛克、盧梭推翻他的理論。

▼圖源：google ▼圖源：wiki



於是後續產生了革命，就有了推翻利維
坦的例子



法國大革命

發生於1789年7月14號，一
群暴民攻陷於巴士底監獄，
最終將自己的國王路易十六
送上斷頭台，為何要將自己
的利維坦送上斷頭台呢？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稅金問題，
根據歷史記載每年因為違反
「食鹽稅」的人被殺害超過
3000人，種種原因導致人們
不願再聽從自己的利維坦，
發動法國大革命

▼圖源：google



七、結論報告人：鄒承諺



身為台灣公民，
我們可以思考？

▲圖源：台灣吧



台灣是否可能回到
自然狀態？



以目前來講：

台灣是否可能回到自然狀態？

中共會不會攻台？

相當於

▲圖源：RealLifeLore



中國人民解放軍公開「繞
島巡航」(中共的說法)始於
2016年，自2017年起次數大
增。

如下圖所示 : 中共的軍機
(藍)、軍艦(紫)的數量 , 每年
都有明顯增加

▲圖源：google



環台軍演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於西元
2022年8月3日約在傍晚近18時
左右離開台灣，共軍於2022年8

月4日至2022年8月7日，在台灣
周邊六點海域和空域進行軍事演
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從畫
面來看，幾乎包圍台灣。

▲圖源：CNN

▼圖源：BBC



1區
台灣海峽最窄的地方，可以有效封鎖
台灣海峽的主要航道。
2、3區
分別封鎖台北港、基隆港，同時喝止
日本軍隊介入。
4區
針對花蓮的佳山空軍基地以及台東的
志航空軍基地進行壓制，同時嚇阻美
國的軍隊。演習第一天，就發射五枚
飛彈至該區，其中四枚飛過台灣上
空。
5區
佔據巴士海峽的出入口，封鎖台灣南
方的重要航道。
6區
封鎖高雄港，同時限制台灣船隻的進
出海航道。



雖然中共頻頻擾台，一直做
出想要攻台的舉動，但中共
真的會打過來嗎？



目前不會
以下是我認為「目前不會」的
原因



打台灣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提到，「台積電的設備、化
學品及材料等均來自美國及日本等，中國如果使
用武力拿下台積電的晶圓廠，屆時也無法生產，
全球晶片供應鏈運作中斷，間接造成全球經濟危
機。」

▼圖源：google



台積電目前對全球的重要性

世界上許多日常電子設備依賴台積電製造的晶片，從手機、筆
電、手錶到遊戲機都有，而台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就擁有約
一半的市佔率。全球約14億部智慧型手機處理器中，大部分都是
由台積電製造的。所以中共攻打台灣，會讓全球陷入經濟危機。

▲圖源：google



台積電目前沒辦
法被替代？

目前是的，台積電
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
生產企業，技術非常
先進，產能在全球遙
遙領先。「雖然能夠
生產普遍晶片的廠家
非常多，但掌握高效
能晶片生產技術的企
業卻鳳毛麟角。」現
在全球最先進的晶片
約有92%是由台積電
製造。 ▲圖源：google



但未來的台灣，還能依靠
台積電嗎？
不行 ! 因為......



世界各國已經開始投入半導體產業

歐盟執委會於2022年2月8日提出《歐洲晶片法
案》計畫投資430億歐元(約480億美元)

目標是提高歐盟在全球晶片生產力，以降低對
亞洲及美國的依賴。

▲圖源：google



世界各國已經開始投入半導體產業

美國總統拜登2022年8月初簽署價值520億美元
的《晶片法案》

目的 :

1. 提高美國企業競爭力

2. 改善美國晶片供應鏈中斷的風險

▲圖源：google



世界各國已經開始投入半導體產業

中芯2022年8月26日發布，已訂立並簽署「中
芯國際天津12吋晶圓代工生產線專案合作架構
協議」，將在天津建12吋晶圓代工生產線。

本項目投資總額為75億美元。

目標 : 國內晶片自給自足

▲圖源：google



所以當世界對台積電的晶片需求量減少，甚至
不需要台積電的晶片時，中國就有極大的可能
會以武力占領台灣，其他國家也不會出兵協防
台灣，進而造成台灣回到自然狀態。

▲圖源：google



台灣需要什麼
樣的利維坦
呢？

不論是現在或未來，不讓台灣回
到自然狀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避免戰爭。

台灣需要的利維坦必須能帶領我
們走向和平。



誰適合擔任台灣利維坦？



個人心目中台灣的
利維坦：柯文哲

我認為他所提出的
兩岸政策，可以為
我們帶來和平。

兩岸論述

一五新觀點

(質疑九二共識)

▼圖源：google



一五新觀點

「一五新觀點」: 因為柯文哲在2015年提出,並將其命名為一五
新觀點，是一個與兩岸關係有關的政治觀點，其內容如下：

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上並沒有人認為有兩個中國，所以「一個
中國」並不是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所謂「一個中國」，它的內容
是什麼？我想兩岸來往重要的是內容，因此我認為，在既有的政
治基礎上，以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讓兩
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來，這是兩岸領導人必須要去做
的。

2018年5月13日，柯文哲額外補充一個互相（互相認識、互相
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諒解）。

▼圖源：google



結語

每個人政治立場傾向不
同，心中的利維坦也不同，
每個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權
利，用投票來表達自己的
政治立場，根據台灣的選
舉制度，我們只能有一個
利維坦。因此，我們得服
從多數並且尊重少數，給
予彼此包容。

▲圖源：googl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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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Lpy85e

國際聯盟— (2022/10/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第二次世界大戰—（2022/10/01）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media/File:Jean-Jacques_Rousseau_(painted_portrait).jpg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4%9B%E5%85%8B#/media/File:Locke-John-LOC.jpg%E2%80%8B
https://reurl.cc/Lpy85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81%AF%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81 %AF%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網頁資料
聯合國—（2022/10/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烏俄戰爭—（2022/10/01）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
60995484

美國聯盟議長裴洛西訪台—（2022/09/3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405680

解放軍4日起六區域軍演—（2022/09/30）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650765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099548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405680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6507652


網頁資料
《歐洲晶片法案》—（2022/09/28）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

D=18778

美國晶片法案—（2022/09/28）

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20919

money004

中芯建12吋晶圓廠—（2022/09/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926/65679

02

逼44國際航空「下架」台灣名稱—（2022/09/28）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7-27/133102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8778
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20919money004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926/6567902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7-27/133102


圖片
一戰圖—（2022/10/0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8B%89%E9%A

9%AC%E5%B0%94%E8%BF%88%E6%9D%BE%E6%8

8%98%E5%BD%B9#/media/File%3APrisonniers_all

emands_apr%C3%A8s_la_bataille_de_la_Malma

ison_en_octobre_1917.jpg

二戰圖—（2022/10/01）

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7%AC%AC%E4%BA%8C%E6%AC%A1%E4%

B8%96%E7%95%8C%E5%A4%A7%E6%88%98#/me

dia/File%3AInfobox_collage_for_WWII.PNG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8B%89%E9%A9%AC%E5%B0%94%E8%BF%88%E6%9D%BE%E6%88%98%E5%BD%B9#/media/File%3APrisonniers_allemands_apr%C3%A8s_la_bataille_de_la_Malmaison_en_octobre_1917.jpg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media/File%3AInfobox_collage_for_WWII.PNG


圖片
霍布斯— (2022/09/2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利维坦_(霍布斯)

伊莉莎白一世— (2022/09/2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伊莉莎白一世

詹姆斯一世— (2022/09/2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詹姆斯一世

查理一世— (2022/09/2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查理一世

克倫威爾— (2022/09/2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克倫威爾

圓顱黨騎士黨— (2022/09/28)

https://zh.wikipedia.org/圓顱黨 騎士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BB%B4%E5%9D%A6_(%E9%9C%8D%E5%B8%83%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4%B8%BD%E8%8E%8E%E7%99%BD%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9%B9%E5%A7%86%E5%A3%AB%E5%85%AD%E4%B8%96%E5%8F%8A%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E4%B8%80%E4%B8%96_(%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8%A9%E5%BC%97%C2%B7%E5%85%8B%E4%BC%A6%E5%A8%81%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C%93%E9%A1%B1%E9%BB%A8


圖片
利維坦(封面)—（2022/10/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清教徒革命—（2022/09/28）

https://travel-in-time.org/uk/mandrivki

明思宗上吊自殺—（2022/10/01）

https://tse4.mm.bing.net/th?id=OIP.YDmg-

A2_SELH1VV55d8YbQHaE8&pid=Api&P=0

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2022/10/01）

https://tse2.mm.bing.net/th?id=OIP.xaptRFgLivQQ
Vyr7cOEeyQHaEv&pid=Api&P=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BB%B4%E5%9D%A6_(%E9%9C%8D%E5%B8%83%E6%96%AF)
https://travel-in-time.org/uk/mandrivki-chasom/promisloviy-perevorot-yogo-znachennya-prichini-ta-naslidki/
https://tse4.mm.bing.net/th?id=OIP.YDmg-A2_SELH1VV55d8YbQHaE8&pid=Api&P=0
https://tse2.mm.bing.net/th?id=OIP.xaptRFgLivQQVyr7cOEeyQHaEv&pid=Api&P=0


圖片
柯文哲—（2022/09/28）
https://mobile.twitter.com/kp_taipei
賴清德—（2022/09/28）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581
郭台銘—（2022/0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柯文哲FB—（2022/09/28）
https://www.facebook.com/DoctorKoWJ/
投票要帶什麼—（2022/09/28）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109500
7.aspx

蔡英文—（2022/09/28）
https://memeprod.sgp1.digitaloceanspaces.com/u
ser-
resource/cb9914ae867f4eba8a2d12067f5207e4.png

https://mobile.twitter.com/kp_taipei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581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581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62928
https://www.facebook.com/DoctorKoWJ/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1095007.aspx
https://memeprod.sgp1.digitaloceanspaces.com/user-resource/cb9914ae867f4eba8a2d12067f5207e4.png


參考影片
英國歷史11 | 英國議會怎麼出現的？| 英國自由大憲章
| 歐洲歷史 | 英格蘭國王亨利三世(2022/09/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eR3SVjBG
k

克倫威爾英國共和時期的護國公｜【小葉談世界史】
(2022/09/3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1ZZ1TH8lZs&l

ist=PLZWKTbZhLyUnWmFIwtSxGkLTX8fAcD5hb&inde

x=5

劉德音接受CNN專訪—（2022/09/28）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tv/2022/07/31/exp

-731-taiwan-tech-mark-liu-tsmc.cn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eR3SVjBG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1ZZ1TH8lZs&list=PLZWKTbZhLyUnWmFIwtSxGkLTX8fAcD5hb&index=5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tv/2022/07/31/exp-731-taiwan-tech-mark-liu-tsmc.c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