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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大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政策博士學位課程 

學科單元大綱 

 

 2022/2023  學年 第  1  學期 

學科單元 道德與公共事務 班別編號 
PPOL8102 

-111 

先修要求 沒有 

授課語言 中文 學  分 3 

理論課課時 45 課時 實踐課課時 0 課時 總 課 時 45 課時 

教師姓名 何志輝、彭艷崇 電 郵 
zhhe@mpu.edu.mo 
ychpeng@mpu.edu.mo  

辦 公 室 氹仔校區珍禧楼 P340、P313 電 話 83998706  83998607 

 

學 科 單 元 概 論 

道德與公共事務課程所涉主題是公共管理倫理問題，亦即公共管理領域的基本倫理維

度、公共管理行為的基本道德規範，以及通過公共管理行為與公共事務所集中體現出來的社

會公共精神；是特殊領域中的角色倫理，以公共管理系統為主體，或以公共管理者為主體，

是針對公共管理行為和政治活動的社會化角色的倫理原則和規範。 
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浪潮下，當代社會存在許多難解的道德爭議。本課程除了介紹結

果論、義務論、德行論等基本倫理學之外，將引領同學探討當代公民社會中的道德難題，這

些議題包括墮胎、安樂死、代理孕母、訂做寶寶、複製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同性戀權利、

色情刊物與言論自由、肯認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課重稅、徵兵募兵、死刑…等方面。 
通過對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學術問題的專題講授，使學生基本掌握該領域所涉的基本原

則、原理及主要內容. 

學 習 目 標 

修習完此學科單元後，學生將能夠： 
1. 從倫理學的角度思考公民社會中的道德難題，進而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擴大關懷弱勢族

群的胸襟、提升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 
2. 有助於提升同學的民主素養、倫理素養等兩種公民核心能力。其包括理性溝通的能力、傾

聽他人意見的能力、對他人與自己意見進行批判反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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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內 容 

01 主題：研究方法與閱讀指引（3 課時） 
介紹道德與公共事務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學科性質，基本的研究方法，綜述學界代表性

的研究成果； 
互動交流各自的研究規劃，結合各自的博士研究計劃進行引領； 
推薦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書目附後）。 

 
02 主題：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源流（3 課時） 
介紹古希臘羅馬時代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淵源； 
互動交流柏拉圖《理想國》所涉城邦倫理思想、亞里士多德《尼可馬科倫理學》所涉城

邦政治與公共倫理思想、西塞羅《國家篇·法律篇》所涉羅馬時代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3 主題：啟蒙時代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源流（3 課時） 
介紹西方啟蒙時代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淵源； 
互動交流斯賓諾莎《倫理學》所涉啟蒙時代的倫理思想、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所涉近

代意義的政治與公共倫理思想、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所涉基督教思想支配下的道德

與公共事務思想、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所涉新興資本主義與市場倫理中的公共事務觀念；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4 主題：近代西方思想家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3 課時） 
介紹17世紀以來近代西方思想家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淵源； 
互動交流霍布斯《利維坦》所涉近代意義的國家哲學的倫理思想、盧梭《社會契約論》

所涉近代意義的政治與公共倫理思想、黑格爾《法哲學原理》所涉先驗論哲學視野下的道德

與公共事務思想；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5 主題：現代西方思想家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3 課時） 
介紹20世紀以來現代西方思想家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淵源； 
互動交流羅爾斯《正義論》所涉政治哲學中的正義倫理思想、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範

之間》所涉公共領域中的政治與公共倫理思想、麥金泰爾《追尋美德》所涉倫理哲學視野下

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6 主題：中國思想源流中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3 課時） 
介紹中國思想源流中的道德與公共事務思想淵源； 
互動交流先秦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所涉倫理思想，董仲舒“獨尊儒術”所涉儒家思想的

政治化過程，“新文化運動”對孔孟倫理思想的顛覆性破壞及20世紀中期以來海外“新儒

家”倫理思想的重建；檢視中國思想源流中的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從“修身養性”的個人道德



3/7 
Ver. 202006 

情操範疇延及“治國平天下”的公共事務範疇。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7 主題：生命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生命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包括個體生命意義上的生老病死如何與公共事務倫理相關，具體探討（但不限

於）以下方面：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所涉強制墮胎的生命倫理問題；西方女權主義

意義上的墮胎權所涉生命倫理議題；安樂死能否在中國合法化所涉生命倫理議題；等等。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8 主題：家庭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家庭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包括家庭意義上的歷史變遷如何與公共事務倫理相關，具體探討（但不限於）

以下方面：根據費孝通《鄉土中國》探討從傳統宗法倫理家庭關係到現代裂變中的家庭倫理

問題；賞析李安導演的“家庭三部曲”電影系列，從中管窺文化衝突下的異國戀、同性戀、

老少戀及其引致的家庭倫理新議題；探討同性婚姻法案能否在澳門合法化的家庭倫理學問題。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09 主題：科技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科技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包括科學史上的歷史變遷如何呈現出科技發展與公共事務倫理的衝突或兼容關

係，具體探討（但不限於）以下方面：根據《審判達爾文》探究“物競天擇”科學觀如何與

神權政治下的宗教倫理發生衝突；根據劉慈欣《天使時代》所涉基因改造“天使”人類的科

幻故事探討基因編輯改造人類生命的倫理問題，兼及國際社會制裁下的人道主義戰爭的倫理

困境；探討中國“基因狂人”賀建奎編輯“艾滋嬰兒”的科技倫理問題的性質。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10 主題：文化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文化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文化倫理學與公共事務倫理的關係，具體探討（但不限於）以下方面：主流文

化對於非主流文化的壓制性態度及舉措的合法性問題反思；根據美國經典影片《費城故事》

所涉性傾向少數派人士在主流文化中的特殊遭遇來探討少數族裔權利的倫理問題；根據美國

影片《殺死一隻知更鳥》探討種族歧視下的文化偏見所涉倫理問題；探討2020年美國“弗洛

伊德事件”引爆全美種族主義抗議運動的倫理問題的文化性質。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11 主題：責任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責任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文化倫理學與公共事務倫理的關係，具體探討（但不限於）以下方面：根據阿

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涉紐倫堡審判中的納粹軍官之“平庸之惡”并探討極權主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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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的責任倫理如何助紂為虐；賞析若干涉及納粹時期的經典影片如《辛德勒的名單》《鋼

琴師》和《美麗人生》所涉少數尚存良知的納粹軍官的消極抵抗故事，探討“責任倫理”遭

遇良知正義的倫理衝突問題；探討在中國當下尋常可見的“偽裝的法治比人治更可怕”之責

任倫理問題的性質。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12 主題：法律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法律倫理學所涉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文化倫理學與公共事務倫理的關係，具體探討（但不限於）以下方面：在奉行

“守法即美德”的法治語境之下，一旦人們遭遇“惡法”能否予以抵抗或變相不服從的責任

倫理問題反思；立法者如何根據公共事務的性質來判定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廢止；具體的法

律制度在存廢問題上如何關乎公共事務，例如死刑問題在許多國家引發的種種爭議究竟應怎

樣看待；探討在中國當下尋常可見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及其背後缺失“法律信仰”的

倫理困境問題。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並提供閱讀指引。 

 
13 主題：政治倫理學所涉及的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政治倫理學所涉及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包括國家存在的正當性，討論何爲理想的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存在的危

機以及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政治倫理意義。通過法治與德治的分析討論國家治理如何走向善

治；通過對生活政治的討論，對在現代社會政治無處不在處境下“我們如何生活”這一議題

進行研討。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幷提供閱讀指引。 

 
14 主題：行政倫理學所涉及的道德與公共事務（3 課時） 
介紹行政倫理學所涉及的道德與公共事務的前沿議題; 
互動交流包括探討後現代語境下公務人員處理包括權力衝突、角色衝突、利益衝突等具

體公共事務場景下的責任衝突問題；在行政責任控制系統中，爲何出現問而不責、越反越腐

等現象；公共行政人員如何建立一種負責任的行爲模式等。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幷提供閱讀指引。 

 
15 主題：澳門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議題（3 課時） 
互動交流以澳門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議題諸如宣誓效忠的衝突、愛國愛澳的行政倫理、不

作爲行政文化、公共决策的政治决定模式爲例，研討澳門公共事務中的道德議題處理經驗和

模式，幷對公共行政改革的行政倫理視角展開討論。 
導讀相關經典書目幷提供閱讀指引。 

 

教 學 方 法  

課堂教學、短片播放、個案分析、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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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勤 要 求 

按澳門理工大學的《博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規定執行。 
 

評 分 標 準 

採用 100 分制評分：100 分為滿分、50 分為合格。 

 
 項 目 說 明 百分比 

1. 課堂討論與練習 課堂參與討論形式的活動或練習 40% 

2. 期末作業/報告 研究道德與公共事務領域學術經典及重大議題 50% 

3. 參與度 出席率、參與度與積極性 10% 
  總百分比： 100% 
 
 
參考材料 

參考書 
 
[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可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年。 
[荷蘭]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何勤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荷蘭]斯賓諾莎：《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复、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年。 
[英]洛克：《政府論》，叶启芳、瞿菊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年。 
[美]潘恩：《潘恩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美]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法]博丹：《主權論》，李衛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 年。 
[美]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年。 
[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 
[英]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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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夏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龚觅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年。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年。 
[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 年。 
[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 
[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日]南博方：《行政法》(第六版)，杨建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 3 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 
林紀東：《行政法》，臺北：三民書局，1994 年。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新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 
林火旺：《倫理學》，台北，五南出版，1999。 
林火旺：《道德:幸福的必要條件》，台北，寶瓶文化出版，2006。 
葉俊榮：《天平上的基因：民為貴、Gene 為輕》，台北，元照書局，2006。 
詹中原編：《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出版，1999。 
林水波：《政府再造》，台北：智勝文化，1999。 
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與政府：跨部門的治理》，台北：智勝出版，2008。 
李長晏：《邁向府際合作治理：理論與實踐》，台北：元照出版，2007。 
蕭新煌、官有垣、陸宛蘋编：《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台北：巨流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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