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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係針對德國法學家 Carl

Schmitt 有關憲法學與國家學的著作進
行研究，尤其著重於氏所著之憲法學、
合法性與正當性、當前議會制度之人文
思想基礎、政治性的概念、政治神學等
專論，以及收錄於其「憲法論文集」中
有關國家學與國家法之論文。計畫的主
軸則在於解析 Schmitt 關於政治性、國
家的建構、制憲權、正當性以及市民法
治國之定義與定位等氏所特有之概念
所建構起來的國家理論與憲法理論，並
探討氏對於自由主義、多元主義、代議
民主體制以及市民法治國思想的諸多
批判。

首 先 ， 筆 者 同 意 德 國 學 者
Böckenförde 以「政治性」的概念作為
理解 Schmitt 國家學理論之關鍵所在的
主張﹗貫串史密特思想場域的核心觀
念，可說是其對於「政治性」獨特的掌
握方式。Schmitt 為「政治性」所下的
定義，簡單地說，便是「敵友之分」。
在「政治性」的觀念下，「國家」便是
人民的政治性單位；換言之，國家是人
民在政治上的展現形式。因此，「國家
的概念是以政治性的概念為前提」。

由於「政治性」並不是針對某種可
以清楚界定的、特定的客體範疇而言，
而是各種公共領域的呈現，因此，敵我

概念亦無所不在，透過敵我概念的分
殊，方能劃分出往「同一性」聚集的「同
質性」，以及與此相背離的「異質性」。
Schmitt 對於政治性的定義方式似已暗
示了國家的存在必須是一種藉由不斷
的敵友分辨而建立起高度的同質性（排
除異己），並持續往理想狀態之同一性
發展的內在要求。筆者認為 Schmitt 對
於強權領袖以及民族國家的情結於此
已可見一斑，Schmitt 並以此等理論的
基礎獲得其主張之理論正當性。

由「政治性」所具有的敵友之判的
內涵來認識氏所獨持的憲法決斷論主
張，亦可謂係理所當然。憲法欲支配國
家之組成與權力運作形式，亦即憲法是
要決定國家作為人民政治性單位的種
類與形式，因此，憲法—不論是何種憲
法—均應是政治性概念下敵有之判後
的產物，憲法因而是得自於有權制憲者
的 一 個 ( 作 出 敵 友 之 判 的 ) 決 定
（Dezision），這個「決定」決定了國家
作為人民之政治性單位之存在的種類
與形式，是一種事實性的力的表現，不
是規範性的表現。而制憲權所有者可能
是君主，君主所為的制憲決定因而直基
於王朝的正當性基礎之上（即君主的權
威）；制憲者亦可為國民整體，就此，
國家是國民的政治性單位，有權定義國
家的主體便是國民，應由國民以自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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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依民主正當性原則決定國家的存在
形式。

就國民主權之發展而言，憲法便是
以國民行使制憲權所為之「決定」，其
支配的正當性建立在民主正當性基礎
之上。由於憲法來自於事實性的決定，
能改變「決定」的亦應為另一個「決
定」，由憲法決定的機制與國家權力無
法反過來改變憲法的決定內涵，由此，
筆者認為 Schmitt 成功地建立了制憲權
不同於修憲權的主張，亦為憲法修改的
內在界限建立了有力的理論基礎。

本於「決定」而形成的憲法決定了
國家的存在形式，也就是政治的存在形
式，是支配國家統治運作之形式與效力
的規範；依氏之看法，構成了憲法的核
心內涵；然而自由主義影響下的憲政理
論卻要求憲法法典中應同時納入用以
節制國家權力的基本權保障規定以及
制衡性的權力分立規定，若深究此等規
定之實質，Schmitt 認為非屬政治性的
敵友之判。氏因而認為這些由基本權保
障與權力分立主張所構成的所謂市民
法治國規定的部分，與決定政治形式的
憲法本身實不應混為一談，來自自由主
義思想的市民法治國部分的「憲法規
定」實為依附於憲法而存在的「憲法法
律」，由此形成 Schmitt 著名的憲章與憲
律二元劃分。
另值得一提的是 Schmitt 對於民主內涵
的剖析。Schmitt 認為憲法所欲決定的
政治的形式，即國家的形式，本質上不
外由「同一性」與「代表性」兩大原則
所組成，同一性便是民主制的最重要內
涵，而代表性則是君主制的主要基礎。
在此，Schmitt 援引盧梭的民主理論來
支持其所持之民主論。Schmitt 指出很
多人雖然注意到盧梭是當代民主制的

開路先鋒，但大多數人都沒注意到，透
過社會契約論所建構的國家結構論就
是本於民主制與自由主義這兩者種截
然不同的要素間彼此不相容的基本考
量之上。雖然表現上看來國家的合法性
是建立在自由的契約之上，外觀可說是
民主的，但進一步地探討其接下來的理
論發展以及重要概念的建構（例如普遍
意志）卻顯示了盧梭所認定的，只有當
一個民族具有足以作出重要之一致決
定的同質性時，才算是存在一個真正的
國家。在這國家中是不可以有政黨、特
殊利益、宗教上的歧異、不許有任何分
離人民的事情、甚至連財政方式都一
樣。對盧梭而言，法律的制定甚至可以
透過一致性的討論決定，法官與當事人
想法也都必須一致。但是，如果所有的
意志表現真的都是完全一致的話，那有
何必要簽定「契約」或建構一個契約
呢？契約可是要以歧異性與對立性為
前提的。因此，所謂的「自由的契約」
的想法其實是來自一個以相對立利益
的存在、其異性與自我中心為前提的另
一個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的：自由主
義。盧梭所建構的「普遍意志」實際上
便是同質性。因此盧梭的社約論其實基
本上是本於向同一性發展之同質性
的，進一步就引伸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在民主制上的同一性。同一性原則的實
踐意味著將政府以及個人性領導降到
最小的傾向。此原則愈能貫徹—則政治
事務就愈能透過將自然存在的或歷史
過程中形成的同質性的最大範圍「自我
解決」。這便是民主的理想狀態了，也
正是盧梭在社約論中的前提所在。此乃
所謂的純粹民主制或直接民主制。
Schmitt 以此等論辯方式主張民主制的
國家形式下，必須致力於建立具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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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性的同一性（至少要不斷地往同一
性努力），並且全力排除異質性，如此
民主才有可能。此種近乎詭辯的論證
下，Schmitt 提出其著名的對於代議民
主體制的批判。簡單地說，Schmitt 認
為代議體制的理論基礎是遊走於「同一
性」與「代表性」兩者不相容的質素之
間，又未能致力於代議體制所植基之合
法性體系之建立與維持的必要條件：排
他性、閉鎖性，以「保障公平競逐的機
會」合法性體系能有效運轉的前提等，
因此代議體制走向自我毀滅之路似亦
難以避免。這部分也可說是 Schmitt 對
於威瑪憲法最嚴厲的批判﹗

關鍵詞：主權、制憲權、威瑪共和、代
議民主、自由主義、合法性、正當性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國家學可說是國家法的思想基

礎，更是憲政制度發展上不可或缺的理
論憑藉。若欲深化憲政運作與公法的根
基，即不可忽視國家學之研究。

另外，在二十世紀的德國法政思想家
中，卡爾‧史密特無疑地是舉足輕重並
且最具爭議性的一位。即使至今德國思
想界與法學界仍無法對他有一蓋棺論
定的評斷，甚至有關他的歷史定位長年
來都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然而，可
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尊崇他還是對他嗤
之以鼻的人，恐怕都不得不承認他對幾
乎整個世紀以來的德國國家學與憲政
思想，甚至現實憲政體制的影響都極為
深遠，即使這種影響是同時兼具正反兩
面的。更有甚者，如果德國今日的憲政
運作可以贏得一定程度的正面評價的
話，那麼史密特思想的意義與影響性就
不只框限在德國的脈絡裡了，因為，歷

經兩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經驗的德國，每
次都是在舊有體制潰決的情形下，被迫
重新思考與設計新的體制。二十世紀的
德國，政治思想與現實的互相牽引不得
不是直接與迅速的。因此，對於同樣沒
時間等待歷史緩緩蛻變、制度慢慢磨成
的國家，對史密特的思想軌跡與現實之
客觀發展的觀察，就成了思考憲政成長
問題時最好的演習題。基於這些背景因
素與重要性，申請人遂選定卡爾‧史密
特的思想作為國家學系列研究的主
題。

    

三、計畫成果自評

原提出之計畫內容涵蓋面甚廣，欲
全面探究 Carl Schmitt 國家學方面的思
想與著作，惟 Schmitt 的著作數量既多
且主題博雜，實難於短期間內通透貫通
其學理思想體系。因此本計畫的成果主
要是限定在 Schmitt 重要的法學、國家
學相關的著作上，且由於學養之故，對
於 Schmitt 的學說尚難提出批判性的見
解，實屬研究計畫的一大遺憾，希冀日
後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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