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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禮運大同篇〉看我國的社會安全制度 

普高二甲 鍾昀臻 

從近代歐洲工業革命後，社會權逐漸受到廣泛重視，意即創造一個積極為人民福祉

著想的政府，有別於過往的君權至上及有限政府的社會，人們開始希望政府能夠推出政

策，以保障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這些思想也藉由全球化的浪潮，流傳至全世

界。 

大同社會是將全體人民的生、老、病、死皆納入考量，雖然人民的德行是影響此社

會存在與否的重要因素，但同樣不可或缺的還有政府推動的一系列措施。我國自政府遷

台後至今推行了許多社會福利措施，從初期的軍公教保險至勞工保險，再到現今的全民

健保及老人年金等，從針對特定族群推行到各個年齡層皆兼顧，政府的本意應是想師法

大同社會的理想狀態――「矜、寡、孤、獨者皆有所養」但礙於現代社會之人心不再如

大同社會般推己及人，而對個人利益更為看中，故施行的效果並不能達到學界預期的完

美境界，且內容也須修改。 

從大眾最熟悉的健保說起，常在新聞上見聞我國媒體報導國內的健保制度所帶來的

福利於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但一視同仁的健保費用、過度濫用的醫療資源等皆是此制度

的敗筆，除了政府須將一些非必要的醫療服務取消健保給付之外，也可以限定某些醫療

行為的健保貼補費用，以避免資源使用失去效率，更重要的是解決人心不古的問題，可

以從限制同一人以同一種病因在短時間內重複拿藥著手，雖然不排除因此損失到某些人

的利益，但我認為為了「共好」的目標，適時限制是必要的手段，就如同政府幾年前推

動的分級就醫制度，一開始民眾會感到不便是必然，但行之有年之後，如今的成效大家

有目共睹，的確有相當程度地抑制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 

一個社會的風氣已然形成，想改變就得花更多時間、心力，健保制度的闕漏議題已

存在許久，宣導的效用之於健保破產的速度根本緩不濟急，因此我以為只能採取更加強

硬的方法，才能起到根除的作用。大同世界是眾人所嚮往的，但要達成往往需要上位者

及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人民的心態更是關鍵，這也就是為何孔子參加完魯國蜡祭後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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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一聲的原因，當時的社會風氣連小康社會都不及，更遑論大同的共好思想，現如今我

國健保制度面臨的其中一個問題即是這般，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政府最好的照顧，並且絕

對不樂見別人得到的福利較自己好，且一旦自己的權益被壓縮就奮起反抗，從來不想社

會是一個整體，而總是只在乎一己私利，進而致使「謀用是作，兵由此起。」。 

人民的心理並非一朝一夕能輕易改變，且一旦推行政策之後想要再改革，那樣的難

度無非就像已三審定讞的判決一般，即使是冤獄也難以推翻。故當政府在推行某項社會

福利政策時，就應先多方考慮再做決策，以免日後造成諸多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