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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处于核心价值的地位，保障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目标。
近代以来所产生的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在内容结构上基本分为两大部分，即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
。
虽然自有国家以来即存在国家机构，亦有法律对这些国家机构作出规定，但近代产生的立宪主义意义
上的宪法中所设计的国家机构及其体系，是依照保障基本权利这一核心价值目标而设计的。
因此，国家权力制约和监督原则成为宪法在设计国家机构时的一项基本原则，并进而成为宪法的一项
基本原则。
作为以研究人类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的学科基本体系也分为两大部分，即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
近代以来的各国宪法中均规定了基本权利或者称之为基本人权的部分，这一部分更直观地体现了宪法
保障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目标。
研究基本权利体系首先必须研究作为基本权利享有者即基本权利的主体。
在原始意义上或者本来意义上的主体为“自然人”。
近代以来，自然人或者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人是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是何种动力使得人成为具有
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
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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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中国现实之背景、现行《宪法》之现状下，研究基本权利体系问题，以及其中所蕴涵
之规律，对于未来我国《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部分之条款的修改、完善，应该说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都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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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第一章基本权利体系的地位及意义第一节“基本权利”及相关概念辨析人权、基本人权、宪法权
利、基本权利等概念是在“权利”一族中耳熟能详的名词，如不刻意分辨之，这些名词之间的异同会
在“差不多”的转念之间被忽略，或者在某些场合下，这些概念被用在无伤大局的同一层面之上。
这说明了这些概念之间具有共通之处。
但作为专门的宪法学研究，尤其以基本权利为主题立意的本书，区分这些概念的细微之处和确切内涵
自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我们既可以厘清概念之间的逻辑递进和价值意义，更可以清楚本文的主题所
至。
 一、人权人权在英文里写作“human rights”或“rights of human”，指“人类的权利”或“作为人的
权利”。
人权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仅因他是人，而不因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就应该享有某些
权利；这些权利与他作为人的属性相伴随并因此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
人权思想在西方的发展历史悠久，有学者考证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了人权理论的萌芽，其后经“
古典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思路的发展在今天西方世界已成为普遍价值观。
我国人权研究在最近十余年时间迅速升温，弹指之间学界论说铺天盖地，官方文件亦给予人权价值高
度评价，可见人权理论中的合理性与普遍性正在为我国社会发现和接受。
人权理论的价值是多元的，许多学科尝试着用人权原理阐明和解决问题，其对宪法学尤其是本书所要
探讨的“基本权利”问题更有开源之意，人权的本质属性、价值特征及其突出的历史进步性解释了这
一意义。
人权作为人之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
人权作为道德权利不具有实在的法律效力，但法定权利的法律效力也并非不证自明，法定权利只有吸
纳蕴涵于道德权利之中的道德原理支持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
所以人权虽不具备宪法中基本权利规范客观而实在的法律效力，但它却为现代宪法中基本权利命题的
成立提供道德依据，成为检验制宪政权合法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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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命题的艰深和繁复与笔者所能达到的写作高度之间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
越是钟爱这样一个主题，越是觉得自己的文思是如此的钝讷，语言是这样的有限，而希望如果有时间
，可以在这里再推敲，在那里再修补，对其他的地方可以继续完善。
”这段话原本写在我博士论文的“致谢”中，是希望有朝一日论文得以出版，这些话能够像模像样地
被收拾起来，推敲、修补的结果可以做到使自己对这篇论文稍稍安心，而这种期冀假以时日来解决的
念头得以善终。
哪承想，四年之后，我又搬出了这些话。
论文的修改和出版成了一个新的中场结束，许多问题在问题被中止的地方又钻了出来，搅得人困惑。
所以，在本书很多地方，结论简直可以等同于偷懒的表现，因为不想继续思考；观点则是一个顿号或
者省略号，它表明我还在研究、还在想，只是暂时无法给一个答案或者交代。
这些反倒向我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过去的认知是多么有限，未来的思考可以多么广阔，而“学问”为
什么是没有止境的？
这本书还是跌跌撞撞地完成了，即将付梓出版。
它是我学术研究道路上的第一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后续，更是十几年法学学习和研究的一个总结。
尽管它实在不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孩子，但是为了它的诞生，我有许多要感谢的人、感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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