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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02
報告人:姜政宇



盧梭的著作
《納西瑟斯》（1729）(Narcisse ou l'Amant de lui-même)

《論科學與藝術》(1749)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鄉村中的占卜師》（1752）（Le devin du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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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les ho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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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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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彌兒》(1762)（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以法蓮的利未人》(1762)（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山中書簡》(1763)(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

《科西嘉島制憲意見書》
（Projec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



《皮格馬利翁》（1770）（Pygmalion）

《論波蘭政府》(1772)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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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懺悔錄》(1782)（Les Confessions）

《植物學通信》（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一個孤獨散步者的夢》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這是盧梭的第一本重要哲學著作。

認為私有制是所有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礎。

此書為後來的《社會契約論》奠定

了基礎
圖片來源:Google



盧梭認為人類社會中有兩種不平等

自然或身體上的不平等:

例如:性別、身材

而人為上的不平等又分為三階段:

法律和私有制的建立是不平等的第一階段，此階段的不平等是窮與富

官職的設置是不平等的第二階段，此階段的不平等是強與弱

第三階段是法制權威變成專制的權威，此階段的不平等是主人和奴隸



造成不平等的原因

盧梭認為人類不平等的來源就是私有財產制

而私有財產制的最初形成來自於圈地理論

圈地理論:在黃金時代，土地是屬於大家的，但是有貴族的祖先

(聰明人)圈了屬於大家的地，所以貴族的祖先是賊

因為這本書狄德羅和伏爾泰跟盧梭絕交，也引起了貴族跟政府的

不滿



《社會契約論》又稱《民約論》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表達主權在民的思想，

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響了逐步廢除

歐洲君主絕對權力的運動，以及18世紀末北美殖

民地擺脫英帝國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美

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

的憲法均體現了《社會契約論》的民主思想。

圖片來源:Google



社會契約論共分四卷

第一卷:論述了社會結構、契約

第二卷:闡述主權及其權利

第三卷:闡述政府及其運作形式

第四卷:討論幾種社會組織，公意是不可摧毀的，

通過投票來表達。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選舉模式



《愛彌兒》

《愛彌兒》是盧梭最重要的教育著作，表達了盧梭
對兒童教育的看法:「自然教育」

前四卷以愛彌兒為主人翁，提出針對當時男子教育
的自然主義的改革方案；最後一卷以蘇菲為案例提
出女子教育改革的模式

圖片來源:Google



嬰幼兒期(0~2歲)
嬰兒時期教育的重點是身心的養護和鍛鍊，使兒童能自由發展

盧梭認為，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是互相關聯的，只有具備健康的身體才

會有健全的精神；虛弱的身體會使精神也跟著衰弱，而放縱和刺激欲望

也會摧殘身體



兒童期(2~12歲)
在智育方面，盧梭指出：「在我們身上首先成熟的官能是感官，因此，

應該首先鍛鍊的是感官。」

這個時期最適於兒童學習的不是書本，而是他的周圍事物。兒童通過接

觸並從認識周圍事物中獲得經驗和知識，發展記憶力和判斷力。



兒童期(2~12歲)

在德育方面，盧梭根據這一時期兒童缺乏思維能力，善於模仿等特點，
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作法：

(1)兒童應到鄉村去，接受自然的教育。

(2)教師必須嚴格管束自己，“保持純樸、謹言慎行”。

(3)此期兒童沒有道德概念，因此不必向他講道德理論或強使其接受道
德原則，只宜結合具體事物，通過實踐來學習。

(4)主張運用“自然後果”的原則進行道德教育，即通過兒童不良行為
所產生的自然後果，使兒童受到行為本身產生的懲罰，從而制止兒童的
不良行為。

例子:不吃晚餐導致餓肚子，賴床會遲到



青少年期(12~15歲)
這個時期是孩子的相對體力達到最大的時期，除了滿足欲望的需要以外

還有剩餘，所以現在是到了工作、教育和學習的時期了。

智育教育:

(1)盧梭主張要教給兒童有用、真實和易於理解的知識。

(2)強調教學應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要求學生通過觀察和親自動手取

得對事物的觀念。

勞動教育:

(1)盧梭要求愛彌兒在12歲以前學習農業，12歲至15歲則學習手工業。



青年期(15~20歲)
主要進行道德品質的教育

（1）道德教育的作用是促使人的心中產生所有一切自然而然使人感到

喜悅的溫柔動人的情感

（2）道德教育的途徑是通過人去研究社會，通過社會去研究人。因此，

盧梭要求愛彌兒從鄉村回到城市。此時他已經受到了足夠的鍛鍊，能夠

抵抗城市虛偽文明的侵蝕，同時他是社會的一員，應盡他的義務。

（3）道德教育的內容是學習歷史知識、實用哲學和寓言故事，而不是

純理論的東西。

（4）道德教育的方法是重在道德實踐，只有通過道德實踐，把在學校

里獲得的知識套用於實際生活，才可以培養善良的感情，正確的判斷和

良好的意志。



成年期(20歲以後)
認為男女在身體、性格、興趣以及工作內容上都是不同的，所以所受的

教育也應有所不同，而女子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賢妻良母。



影響

《愛彌兒》是西方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
教育論著，其中所論述的自然教育理論
在教育思想上引起了偉大的革命。因此，
《愛彌兒》問世以後，迅速傳播到整個
歐洲，並引起深刻的反響。

《愛彌兒》提倡的「自然教育」在現代
社會中的實踐為:森林小學

圖片來源:google



《懺悔錄》

盧梭講述自己「本性善良」，但社會環境的惡

濁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使他受到了侵

染和損害

記載了盧梭從出生到1766年被迫離開聖皮埃爾

島之間50多年的生活經歷，由盧梭的人生經歷

憤怒地揭露社會的「弱肉強食」、「強權即公

理」以及統治階級的醜惡腐朽
圖片來源:google



內容(部分)

8歲時，受到過女教師蘭貝爾斯的鞭罰，給他帶來了「肉慾的快

感」，「正是這種懲罰決定了我終身的趣味、慾望和感情。」，

此後盧梭便渴望受到年輕少女的鞭打

長大後盧梭喜歡夜晚躲在黑暗的街頭，向陌生女子露出他的臀部。

他自己承認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行爲，但是每次這樣做都會給他

帶來無比的性滿足。



內容(部分)

有次，盧梭偷偷跑去一位老太太鄰居家，當時那位老太太去教堂

禱告，盧梭就在那位老太太的飯鍋內撒了一泡尿。

小時候盧梭被慫恿去偷菜，從這一刻盧梭認為偷竊沒有甚麼太大

的錯，但是如果是偷錢的事就很嚴重了，可是偷吃的倒是還好。

錯誤的價值觀，影響了盧梭的人生犯下許許多多的錯誤。



影響

在這部被稱為「文學史上的奇書」中，盧梭把自己作為人的標本

來剖析，他把自己的靈魂真誠地、赤裸地呈現給讀者，其坦率程

度是史無前例的。由於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個性自由的精神，《懺

悔錄》被視為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先兆。

暴露自我的寫作風格，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知名作家郁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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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實際演進過程

契約論

團體契約

人類理想演進過程

主要思想



● 人性本惡
● 人&人簽約
● 利維坦
● 地獄狀態

Thomas Hobbes

契約論

● 小惡小善
● 團體契約
● 同溫層
● 黃金時代

Jean-Jacques 
Rousseau

● 人性本善
● 人民&政府
● 菁英
● 天堂狀態

John Locke



團體契約

理想的國家應是由大家一致同意所組成，當然，社會亦是一致契約同意所組成

⇒一致契約同意 = 全意志原則 = 團體契約(社會契約)

● 每個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權利交給公共，受公意之最高指揮(P.20)

● 此集體是由所有到會的有發言權的分組所組成，並獲得統一性、公共性、及

其生命和意志(P.21)

● 必須符合共同參與、公共利益、全國性問題等要件
且具有拘束全體的力量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自然狀態
黃金時代，不須任何同意

家庭狀態
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社會狀態
鬆散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家族狀態
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國家狀態
嚴謹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1)自然狀態/黃金時代 : 地大人少資源多→不需任何人同意

CR:GOOGLE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2)家庭狀態 : 由親緣關係構成→無形的全意志同意
EX.家務分工無須明確契約

CR:GOOGLE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3)家族狀態 : 家庭的擴張，家庭成員增加後各自成家的型態
→無形全意志同意 EX.節慶親朋好友齊聚是種默契

CR:GOOGLE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4)社會狀態 : 家族越來越多，產生鬆散的社會型態，以物易
物的方式滿足各自需求下形成市集

CR:GOOGLE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4)社會狀態 : →當市集中產生交易糾紛，
就需要具有公信力的人出面調解

CR:GOOGLE

你給的雞蛋有兩顆是
壞的有兩顆是壞的!!

給你的時候是好的
與我無關!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4)社會狀態 : →民眾決定委任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
每人給予其自己營收的10%(假設)，讓他專職調解糾紛、管理
市集

CR:GOOGLE

這樣好了，你再給他1顆
雙方各損失一顆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4)社會狀態 : →民眾一致同意某人擔任管理員，這是眾人在
心裡共同承認的結果→鬆散有形的全意志同意

CR:GOOGLE

可以 好吧



人類理想的
演進過程

(5)國家狀態 : 市集規模擴大，成長至國家規模
→管理員利潤大增(數萬→數億)，想成為管理員的人也增加
→訂定正式流程選出管理員→管理員訂定法律，依法維持秩序
→嚴謹有形的全意志同意(EX.選罷法)

CR:沃草
WatchOut



人類實際的
演進過程

1.不平等的起源:
家庭產生時，為了不用遠離家園就能取得資源照顧家人

➔ 部分聰明人開始圈地
➔ 笨蛋認為圈地是限制自己的愚蠢行為
➔ 圈地越來越普遍
➔ 笨蛋發現已無資源可取用



人類實際的
演進過程

1.不平等的起源:

聰明人們聯合起來，
推舉強者、訂定法律
，使圈地合法化

笨蛋們不承認聰明人擅
自圈地的行為

➔私產&不平等的產生



人類實際的
演進過程

2.笨蛋沒有土地，不仰賴聰明人無以為生
➔ 淪為奴僕階級

3.聰明人們為世代繼承土地、庇蔭子孫
➔ 支持統治者專制、雍立獨裁君王來保障自身權利
➔ 聰明人們受封貴族
➔ 貴族世襲



人類實際的
演進過程

4.盧梭的結論
● 不平等皆因聰明人們擅自圈地(貴族祖先的偷地賊行為)

● 人民應該革命，打倒賊的後裔、奪回土地使用權
➔ 回歸原始自然狀態
➔ 重新簽訂平等的契約、重建政府



重要學說與
理論探討04

報告人:李彧



大綱

1.社會契約論
2.全意志/眾意志
3.人民主權論
4.反對代議制



社會契約論

自然狀態 社會狀態

為了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產生的不平等
就需要有一個公平的契約

遇到問題時

放棄自然權利
並簽訂契約

社會契約論的意義：



社會契約論的例子

當有一個人遇到一頭熊時，他可能會成為熊的食物
但是當一群人遇到一頭熊時，熊可能就會成為他們的食物了

這就是團結的力量，所以人們才會選擇放棄自然
權利，換取社會權利來保護自己。



社會契約論關係

法律

人民 主權體
(政府)

約束、保障

組織、約束制定

實施

謀取福利

選出



社會契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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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契約論：即為解決人類不平等的方法

● 簽訂社會契約組成的社會國家，就是主權體

社會契約=團體契約



社會契約論中的主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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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依全意志來制定法律，並依法組織政府來實施保障人民
自由，但不加入主權體者，就無法受到國家保護。



主權體的例子：買賣

在自然狀態時，人們會以物易物的方式做交換(天然自
由)，但是每個東西都有大有小，有時候交換不是那麼公
平，所以政府制定了一個標準，並用錢幣來做交易(契約
自由)，這樣就會是一個公平的狀態。

放棄天然自由而得到契約自由



全意志

全意志必須要符合：

● 共同參與

● 公共利益

● 全國性問題

● 有拘束全體的力量

理想的國家應是由大家一致契約同意所組成的，社會也是由
一致契約同意所組成的，而大家一致的精神，就是「全意志」
原則



全意志例子

全民健保使窮人也可以看病，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健康生活，

此是符合公共利益，但若不是政策因素，不常就醫的人不一

定會願意付健保費來幫助其他人，所以全意志是要符合公共

利益的，但不一定是全部人都滿意的。



為什麼讓窮人看病符合公共利益？

國家裡家境較貧寒的那一群人，他們並不是笨，他們只是沒
有資源，能夠向前進步，如果政府能夠幫助他們，使他們成
長，他們長大就會以各種方式來回報國家，達到公共利益的
條件，例如：蕭萬長。



眾意志

眾人都有自身想得到的利益又剛好彼此不牴觸或理念相同時，

就會聚集起來共同爭取利益，而這一些利益可能為私利，並

不是公共利益。



眾意志舉例

減少繳納稅金的額度，使得民眾因自己不用繳那麼多費用紛

紛贊同，但代表著政府沒有那麼多資金可以將其應用在一些

公共事務上，像是路燈只亮一排，或是學生的午餐菜量變少。



全意志 V.S. 眾意志

全意志：由一致的契約同意，著重於符合公共利
益的條件，有利於全體人民。
例如：健保

眾意志：由一致的契約同意，但著重於私人利益，
而不符合公共利益。
例如：減稅



全意志各期間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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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多數決，所以多數同意即

可。

晚期：公益原則才是全意志核心，所以少數同意也可行。

末期：只要符合公益原則，一個人同意也可以表達全意志。



全意志對後世的影響

因為晚期對全意志的理解為：「只要符合公益原則，一個人同意

也可以表達全意志」，所以為了公共利益只需一人同意的說法導

致後世對此解讀有錯，衍生出獨裁政府。（例:北韓 ）

資料來源：Google



末期的全意志的誤解

北韓以保護國家的公共利益為由，不斷的試射飛彈，使得國

家內的孩童沒有東西可以吃導致餓死，這樣的行為在還沒保

護到國家之前，孩童就已經死亡很多了，真的有符合公共利

益嗎?



人民主權論

全意志=人民主權 社會契約=法律
由於階段不同導致名稱不同

分兩種狀態

社會狀態

國家狀態

全意志

人民主權 法律

社會契約鬆散

嚴謹



人民主權論

●全意志就是人民主權的表徵

●政府只是全意志的守護者&執行者

●保障人們的「自由」及「平等」不受侵害

●唯有人民擁有主權更改、補充全意志



主權的特性：對內

● 最高性：主權不受其他權力限制，最至高無上。

● 永久性：主權與國家相始終，只要國家存在，主權便持續而

不中斷，主權屬於國家，而非政府。

● 普遍性：主權效力於國家領土範圍一切的人、事、物。

● 不可分割性：主權國家只有一個主權，不能分割。

● 不可讓渡性：主權移讓後，原本的主權者不在享有主權。



主權的特性：對外

● 排他性： 不受其他國家干涉、限制。

● 代表性：對外獨立自主。

● 不受支配性：不受他國支配。



反對代議制

代議制：由公民以選舉形式選出立法機關的成員， 並代表
人民在議會中行使權力。
例：民意代表

盧梭反對代議制，認為自由與權利由別人代表，是亡國的
先聲，但如果不能避免，就越多越好，越多政黨才能足夠
表達全體意見。

對後世影響：多黨制出現



人物思想對當世
與後世之影響05

報告人:紀佳佑



1. 美國獨立宣言 (1776) 

2. 法國人權宣言 (1789) 

3. 中華民國憲法 (1946)



美國獨立宣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美國獨立宣言背景

剛開始北美的13個英屬殖民地並無意要求從英國的殖民

統治中完全脫離出來，他們只希望從大英帝國那裡獲得

更多的自治權。然而英國認為是叛亂，進而引發戰爭。



美國獨立宣言摘要

所有人皆生而平等並享有不得讓渡予他人的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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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治理者的同意

而產生的。

⇒盧梭的社約論中的人民主權論，主權不能讓渡、不能

分割



美國獨立宣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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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約論中，為有人民才擁有主權，可以修正、更改及

補充全意志。



法國人權宣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法國人權宣言 背景
1789年，法國人民廢除君主專政，為法國第一共和的建立

奠定基礎。在巴士底監獄風暴六個星期，廢止封建制度三

週後，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人民與公民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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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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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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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人權宣言

第四條 自由就是指所有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

因此，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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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何為自由的範圍與限制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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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刑法定原則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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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符合社約論中的全意志，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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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每個人均需遵守法律規範。(人身保護狀) 



法國人權宣言

第八條 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減少的刑罰，

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經制定和公布的法律以外，不

得處罰任何人。

⇒法律不追溯既往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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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制裁。

⇒無罪推定原則，也保障犯罪者的人權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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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律規定下保障人民有宗教自由。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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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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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違反法律下，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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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國家武力的必要性，使用武力的目的須符合公共

利益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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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賦稅是必要性，採用累進稅率以保障平等(歷史上第

一個累進制)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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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時間。

⇒展現盧梭的主權在民，由人民直接監督或以代議的方

式來制定法律和監督政府



法國人權宣言

第十五條 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公開透明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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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分權的重要性，避免權力過大而造成腐敗



法國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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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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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人民的財產權，但為了公共利益，適當的私有財

產權是可以剝奪的



中華民國憲法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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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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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宣言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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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宣言第十條、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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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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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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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宣言第五條。



公共利益

第二十三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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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批評與檢討06
報告人:楊博宇



多黨制的出現

盧梭反對代議制，認為自由與權利由別人代表，是亡國

的先聲。也反對政黨政治，但若不能避免，就越多越好，

使其有足夠代表全體意見的政黨。



多黨制優點與多黨制缺點比較

多黨制優點 多黨制缺點

選民較多選擇機會 政治不穩定

可以反映民見 意見容易分岐，有時候難以
達成共識

政策考量多方意見 重大政策執行困難

政黨間互相約束 政策成敗無法確定由何黨負
責



比利時無政府狀態

比利時前任聯合政府宣布在2018年12月宣布解散，終於在

2020年10月1日宣布成立新的聯合政府，距離上一次擁有政

府的日子相隔652天，終於結束了這場現代歐洲史上延續最

長的政治僵局。

凸顯了多黨制的缺點:意見容易分岐，難以達成共識、行政效率

差。

圖源:風傳媒



森林小學

盧梭的《愛彌兒》中提到兒童教育的森林小學，提倡每

位兒童都能使用自然教育，不像傳統的坐在教室聽老師

上課，而是透過教學與生活上的協助成為獨一無二的自

己。

圖源:google



現今的森林小學違反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為了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產生的不平等，需要
有一個公平的契約。

現今的森林小學:1.學費昂貴，一般人可能負擔不起

如:華德福森林小學，實驗教育機構每學期平均7萬到9萬

2.名額很少並不是人人都有機會

如:新北市華德福實驗學校，111年國中國小都只各收28人



全意志標準的改變

全體参與，大家都同意才是全意志

以多數決方式決定，少數服從多數，但是要符合公
共利益

只要符合公共利益，少數人同意也可以

只要符合公共利益，一個人同意也可以

早年

中年

晚年

老年



全意志的問題

1.盧梭早年說法是全體參與，但不是每個國家都適用全意志

的理論，因為要所有人民都參與到是很困難的。

如:2020美國總統選舉，雖然投票率比起上

一次總統選舉還高了11%達到了投票率66.7%

，但並沒有達到全部人民都有參與投票。

圖源:維基百
科



2.盧梭老年全意志的定義是只要符合公共利益，一個人

同意也可以，但國家的走向不該是只遵循領導人的意思。

如: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取消了《憲法》規

定的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讓習近平任期

可能無止盡延長。

圖源:google



何謂公共利益

盧梭認為只要有符合公共利益的都是對的，但對公共利益的

標準和解釋不清楚。

我認為公共利益的判斷標準:

1.是否能促進社會全體或絕大多數人的福祉

如: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2.是否能符合公平，人人平等的原則

如:法律



公共利益由誰決定

政府官員?

部份人民?

所有人民?

相關人士?

圖源:google



公共利益的決定

公共利益由人民來決定，因為如果是由政府高層決定，可能

會忽略少部份人民的利益。

圖源:google



如:蘭嶼的核廢料爭議，1970政府啟動「蘭嶼計畫」，以

興建魚罐頭工廠為名義，欺騙達悟族人在蘭嶼興建低階核

廢料貯存場，1982年完工後陸續從核電廠運至蘭嶼，直到

現在核廢料都還在蘭嶼，不在乎當地人的利益，但也有做

出補償，總統蔡英文在2019

年11月22日給予補償金25.5

億。

圖源:新新聞



結論07
報告人:郭冠廷



何謂好的政府呢?會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

何謂謀福利?作為符合公共利益就是謀福利。所以我們現在

就要來解釋現今政府的所做是否以社會契約的公共利益為首

要目標

前言



停用核電廠
為了讓台灣成為非核家園，政府於2019年7月16日停用核

一廠。目前核二廠停用了一個機組，核三廠還在商業運轉，

核四廠經過公投以後決定不啟用。而預計2025年所有的核電

廠會全部停用。



問題分析

從2019年台灣能源份布圖來看

核能在能源排名當中位居第三

圖片來源google



驚人的效益

鈾235，|kg裂變能相當4000噸標準煤很可見光是從反應

爐當中拿走一公斤的鈾就要損失那麼多的能量，更何況是停

掉了一整個電廠



彌補的可行性

1.使用綠能

不可行，以太陽能為例，第一點，目前的太陽能發

電效率僅22％遠小於核能幾乎100％的效率。

第二點，晚上無法獲得太陽能。第三點，

製造太陽能板需要「鎘」而這樣子的

東西是會造成重金屬汙染的。

圖片google



風能行不行?

以風力為例。第一點，風力機輸出效率約40％遠小於核

能。第二點，離岸風機可能對海洋生物或生態造成影響。離

岸風機可能會因建置過程及營運產生的噪音與電磁場等，影

響海洋生物生理、生態或行為。

圖片來源google



用健康換電?

2.用燃煤

不可行，要知道燃越多煤，產生越多PM2.5。吸入之

後會對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造成傷害，導致氣喘、肺癌、

心血管疾病和過早死亡。



花大錢

3.用燃氣

不可行，第一點，成本比核能貴。第二點，會產生大

量的二氧化碳加劇溫室效應，每產生一兆焦耳的能量，會產

生56,100公斤的二氧化碳。



分析

能源種類 發電成本

煤炭 每度0.91元

天然氣 每度2.16元

核能 每度0.76元



結論

經過分析發現政府要停用核電廠，卻無法補足停用核電

廠以後少產生的電力，因此造成近年來不斷發生停電事件，

因此，此舉沒有符合公共利益



台灣制裁俄羅斯?！

台灣在2022年3月6日加入制裁俄羅斯，從禁購天然氣、

煙煤和其他原油到4月6 日發佈的，禁售積體電路、數位轉

換器、變頻器、用於組裝積體電路的設備與電信設備。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來源google



有沒有符合公共利益?  沒有！

要知道台灣制裁俄羅斯是否為明智之舉，就必須知道，其

實台灣與俄羅斯的貿易呈現逆差，也就是說，台灣賣給俄羅

斯的積體電路、數位轉換器、變頻器、用於組裝積體電路的

設備、電信設備等，比我們買他們的天然氣、煙煤和其他原

油還要來的少很多，就民國110年而言，我們花了11億5千3

百多萬美元買了他們的天然氣，花了11億6千5百多萬美元買

了他們的煙煤而且還花了8億7千多萬美元買了他們的其他原

油。



制裁的影響

這一制裁會對台灣在能源上的花費造成很大的影響，我

們得用更高的價格去買美國的天然氣來減輕台灣因停用核電

廠造成的電力負擔。為了擠出更多的錢，老百姓又得繳更多

稅，假如買來的天然氣不夠用，台灣的「缺電」問題將會變

的更嚴重，夏天的時候可能要限電了，這將給民眾帶來很大

的困擾。



印度的做法

2月至4 月12日以來，印度已經購買至少1,300萬桶俄羅

斯原油。簡單說就是不甩歐美國家的制裁!

圖片來源google



快篩劑實名制

家用快篩試劑實名制4月28日上路實施重點如下:

一、販售模式：依循口罩實名制1.0於藥局通路販售模式。

二、購買份數：每輪每身分證字號僅能購買1次(可代購)，

另視情況公布下一輪日期。1份5劑，每劑100元。

三、分流機制：以身分證字號尾數單雙號進行分流。



有沒有符合公共利益?   沒有!

這個政策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

只允許泰博、寶齡富錦、安特羅、台塑生醫及凌越生醫賣快

篩劑而沒有完全開放，造成現在人民買不到快篩劑的局面。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F%B6%E9%BD%A1%E5%AF%8C%E9%8C%A6


「3+4」居家隔離

2022年4月29日衛服部實施「3+4」居家隔離方案，取消

第3天快篩規定，第4天進入自主防疫，外出時須全程配戴口

罩，仍可工作與購買日常用品，但禁止在餐廳內用餐。

圖片來源google



有沒有符合公共利益?  沒有!

不管別的國家的防疫措施是什麼，身為政府就應該為人民

的健康著想。這個政策實施之後，就會造成確診的人數持續

增加。加上，染病以後是會有後遺症的。因此，這個政策將

成為人民健康的一大危害。



證據

圖片來源google



總體表現

沒有符合公共利益！

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停用核電廠 否

制裁俄羅斯 否

快篩劑實名制 否

「3+4」居家隔離 否



結語
雖然台灣是民主國家，但是政府的總體表現仍然沒有符

合公共利益，盧梭主張主權在民，所以根據社約論當政府無

法造福我們時，我們要投票選出新的政府，甚至可以罷免政

府，並且推派新的領導人。



參考資料08



盧梭的著作內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

%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E8%91%97%E4%BD%9C (2022/4/6)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內
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A%E4%BA%BA%E7%B1%BB%E4%B8%8D%E5%B9%B3%E7%AD%89%E7

%9A%84%E8%B5%B7%E6%BA%90%E4%B8%8E%E5%9F%BA%E7%A1%80 (2022/4/6)

讓-雅克‧盧梭;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五南(2019/11/28)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圖片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6/DOI_Rousseau.jpg/350px-

DOI_Rousseau.jpg (2022/4/6)

社會契約論內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A5%91%E7%BA%A6%E8%AE%BA 

(2022/4/6)

社會契約論照片;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d/db/Social_contract_rousseau_page.jpg/150px-

Social_contract_rousseau_page.jpg (2022/4/6)

愛彌兒圖片;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b/EmileTitle.jpeg (2022/4/6)

愛彌兒內容;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3%80%8A%E6%84%9B%E5%BD%8C%E5%85%92%E3%80%8B 

(2022/4/6)

森林小學圖片;https://cdn2.ettoday.net/images/3762/3762817.jpg (2022/5/1)

懺悔錄內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F%E6%82%94%E5%BD%95_(%E5%8D%A2%E6%A2%AD) 

(2022/5/1)

懺悔錄內容;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87%BA%E6%82%94%E9%8C%84(2022/5/1)

懺悔錄內容;https://www.xuehua.us/a/5ebaac3686ec4d48b7cb4a12?lang=zh-tw (2022/5/1)

懺悔錄圖
片;http://p0.ifengimg.com/pmop/2018/0706/892CCD8A3EE5D9413438B3CD5485DD476B465D5C_size48_w383_h580.jpe

g (2022/5/1)



制裁俄羅斯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4498597(2022/5/2)

制裁俄羅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WPqX0M2mCQ(20225/2)

公共利益; https://blog.xuite.net/gary88205100/twblog/179408371#http://scuwhpt2013.blogspo (2022/5/1)

全意志;t.com/2014/04/blog-post.html (2022/5/10)

全意志;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6981244715 (2022/5/10)

蔡英文照片;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1217edi002/(20225/2)

普京照片;https://www.epochtimes.com/b5/22/3/25/n13673222.htm (20225/2)

防疫照片;https://tsvs.tc.edu.tw/p/412-1083-10382.php (20225/2)

印度的做
法;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8B%9C%E7%99%BB%E5%91%8A%E8%A8%B4%E8%8E%AB%E8%BF%A

A-

%E5%BE%9E%E4%BF%84%E7%BE%85%E6%96%AF%E8%B3%BC%E8%B2%B7%E6%9B%B4%E5%A4%9A%E7%

9F%B3%E6%B2%B9%E4%B8%8D%E7%AC%A6%E5%90%88%E5%8D%B0%E5%BA%A6%E5%88%A9%E7%9B%8A

-012647607.html (20225/2)

印度高官與俄羅斯高官合照;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509370(20225/2)

快篩劑實名制;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jgRik-rw93PUUhyZj_ut-g?typeid=9(2022/5/3)

第一核電廠現況;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7%AC%AC%E4%B8%80%E6%A0%B8%E8%83%BD%E7%99%BC%E9%9B%BB%E5%BB%A0(2022/5/1)

森林小學介紹;https://forestschool.hef.org.tw/ (2022/5/1)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111招生名額;https://www.hwes.hc.edu.tw/uploads/1643340242926pIjBFp4G.pdf (2022/5/1)

華德福實驗學校的優缺點;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2136 (2022/5/1)

華德福實驗學校的優缺點;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7%A4%BE%E4%BC%9A%E5%A5%91%E7%BA%A6%E8%AE%BA(2022/5/1)



公共意志;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5%AC%E5%85%B1%E6%84%8F%E5%BF%97(2022/5/5)

讀《Penal Populism》—民粹與普遍意志的幻象;https://vocus.cc/article/5e4d0c46fd89780001238497(2022/5/5)

台電發購電量結;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021316250SQKVQ4S8.pdf (2022/5/8)

2020美國總統選舉;https://zh.wikipedia.org/zh-

tw/2020%E5%B9%B4%E7%BE%8E%E5%9C%8B%E7%B8%BD%E7%B5%B1%E9%81%B8%E8%88%89 (2022/5/1)

習近平修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0385 (2022/5/1)

1克鈾-235完全裂變所產生的能量，相當於多少噸標準煤完全燃燒所產生的能量？;https://www.juduo.cc/club/1650253.html 

(2022/5/8)

蘭嶼核廢料爭議;https://new7.storm.mg/article/4091457 (2022/5/1)

懸浮微粒;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6%87%B8%E6%B5%AE%E7%B2%92%E5%AD%90(2022/5/8)

憾！28周胎兒留不住，新北孕婦確診搶救3天今離世…孕婦染疫合併症風險高「確診指引必

看」;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9/post/202205060020/(2022/5/8)

各式發電比較;https://cv.nctu.edu.tw/chinese/ts/activity/95template/team03/comparison.html (2022/5/8)

燃煤燃氣發電比較;https://eventsinfocus.org/issues/1881(2022/5/8)

人權的背景;https://www.humanrights.com.tw/course/lesson/background-of-human-rights/the-background-of-human-

rights.html(2022/5/8)

人權宣言圖片;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4%BA%BA%E6%9D%83%E5%92%8C%E5%85%AC%E6%B0%91%E6%9D%83%E5%AE%A3%E8%A8%80#/media/File:

Declaration_of_the_Rights_of_Man_and_of_the_Citizen_in_1789.jpg(2022/5/8)



美國獨立宣言圖片; https://zh-

yue.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8D%A8%E7%AB%8B%E5%AE%A3%E8%A8%80#/media/File:Yale_D

unlap_Broadside.jpg(2022/5/8)

中華民國憲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media/File:1

946_National_Assembly_Constitution.jpg(2022/5/8)

獨立宣言https://web-archive-2017.ait.org.tw/zh/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html (2022/5/7)

太陽能板的微小裂痕不可忽視，英研究：最多造成 42% 功率損耗https://technews.tw/2020/01/08/solar-micro-cracks-hot-

spots/(2022/5/9)

迷人聰明的海豚;https://daddypoppy.pixnet.net/blog/post/221963322-

%E8%BF%B7%E4%BA%BA%E8%81%B0%E6%98%8E%E7%9A%84%E6%B5%B7%E8%B1%9A(2022/5/9)

快篩國家隊 添四業者;https://udn.com/news/story/7252/6266100(2022/5/9)

比利時無政府狀態; https://www.rfi.fr/tw/%E6%94%BF%E6%B2%BB/20111206-

%E6%AF%94%E5%88%A9%E6%99%82%E7%B5%82%E6%96%BC%E5%91%8A%E5%88%A5%E5%8F%B2%E4%B8%8A%E6

%9C%80%E9%95%B7%E7%84%A1%E6%94%BF%E5%BA%9C%E7%8B%80%E6%85%8B (2022/5/1)

愛彌兒Emile(上) 作者:盧梭(J.J. Rousseau) 著 李平漚 譯 圖書館編號:101093

愛彌兒Emile(下) 作者:盧梭(J.J. Rousseau) 著 李平漚 譯 圖書館編號:10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