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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以来，各国纷纷实行法治以代替人治。
在法治之下，又纷纷制定了宪法，实行宪政。
个中缘由，无须多言。
中国清末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也于1908年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仿行“宪政”，迄今已一百周年
。
此后，在中国，只有实行真宪政还是实行假宪政、实行何种宪政之争，而无人反对立宪。
1949年以后，新政权制定了一部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而后又于1954年制定了一部正式
的宪法，并于其后对这部宪法进行了三次整体修改。
特别是1982年的现行宪法，是在一种对社会发展阶段及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较为客观判断的基础
上形成的，因此使其成为一部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宪法。
尤其是，伴随着中国自1978年底以来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这一政策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全面
而深刻的变化，对这部宪法进行了四次大的局部修改。
这四次局部修改所谓“大”，并不在于其修改的条款数量，而在于修改的指导思想和对宪法、宪政认
识上的深刻性：（1）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2）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即国家权力不仅要保障人权，更为重要的是要尊重人权；（3）废除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些修改及修改所代表的方向，与宪政的基本理念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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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以来，各国纷纷实行法治以代替人治。
在法治之下，又纷纷制定了宪法，实行宪政。
个中缘由，无须多言。
中国清末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也于1908年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仿行“宪政”，迄今已一百周年
。
此后，在中国，只有实行真宪政还是实行假宪政、实行何种宪政之争，而无人反对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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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和兴趣，将其作为我国建构法律制度的参考模式。
苏联解体后，独立为主权国家的俄罗斯进入转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的转变，法律制度
的构建理念也开始在新宪法的基础上转换。
这样的背景下，学界理应关注变化中的俄罗斯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以此作为经验抑或是教训。
然而，对俄罗斯法律制度的研究热情冷却了，当然也谈不上对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存有研究兴趣。
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学界遭受冷遇的主要表现就是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违宪审查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出现和累积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在现取得的学术成果中，对外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占据了很大比例。
较为典型的是对美国、日本的司法审查制度、德国的宪法法院、法国的宪法委员会进行研究，其研究
面向涵盖制度形成背景、规范层面的制度构建，以及违宪审查制度运行中形成的一些原则、理论。
相较而言，研究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的成果少得可怜，除了刘向文老师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及
台湾学者点到即止的论述外，就是几篇论文。
出现这种情形的因素固然有多方面，包括独立后的俄罗斯走了一条与我们不一样的道路；转型时期的
俄罗斯法律制度不具稳定、成熟的特征；与英、美、德等国家相比，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不具典型意
义或先进性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必要关注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
首先，俄罗斯与我国的历史渊源注定了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会含有俄罗斯“味道”，即使是在法治进程
取得一定成效的当下，这一点也不能被抹杀。
何况，我国现今采用的违宪审查模式就与苏联时期实行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如出一辙。
其次，俄罗斯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大国，如果对它现行的法律制度不作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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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
收笔的那一刻，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轻松，还有一些惶恐。
四年前，当我选定“俄罗斯宪法法院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心里充满着自信和乐观。
一直到我着手写作时，才意识到那些自信和乐观有多么的盲目和轻率。
俄文资料的匮乏、俄语阅读能力的欠缺等种种困难都似大山般矗立在我的面前，然而我却不是愚公，
曾经一度想放弃。
回顾这段心路历程，并不是想诉说写作的艰辛，而是想说即使是在今天——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
我也不敢说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所有困难、呈现给大家的这本书是没有任何缺陷的，其实这也正是我的
惶恐所在。
或许，今后随着我对俄罗斯宪法法院的继续关注和研究，这种情绪能够得到消减。
转眼间，已经毕业一年有余，但“人大”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更加清晰。
还记得博士录取考试的试题，还记得第一次去导师家上课的情景，还记得同学之间的戏耍玩闹，这一
切仿佛都只是发生在昨天。
回首三年的博士生活，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导师的大气和睿智，师母的善良和坚强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使今天的我更有勇气、也更坚定。
导师组的许崇德老师、韩大元老师、杨建顺老师、莫于川老师的师者风范以及渊博学识让我终身受益
，感谢你们对我学业上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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