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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宪法学理论体系庞杂繁芜，无论是在实践意义上的重要性方面，还是在理论构成上，基本权利都占一
席之地，举足轻重。
理论上，对基本权利的尊重、保护与实现构成国家的合目的性与正当性；实践中，许多宪法事例需以
基本权利原理辨析以识分定。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Akhil Reed Amar将《权利法案》誉为“居于我们宪法秩序庙宇之顶——美国的帕
特农”。
此言不虚。
假使违宪审查是宪法学理论体系大厦之“基石”，基本权利无疑是其“拱顶”，足见基本权利理论的
价值所系。
系统阐述基本权利相关理论与原理，成为深藏心中的一个愿望。
追根溯源，本书实乃脱胎于2002年。
是年参与编写《比较宪法学》，承担第二编“基本权利比较”部分。
一年后，高等教育出版社付梓。
又四年，于再版之际对该部分内容与文字俱作修订。
匆匆已逾八载，基本权利理论研究状貌今非昔比。
相关问题研究已有很大深人，各种资料俯拾皆是；许多有识之士加入研究行列，外文文献移译琳琅满
目。
一方面基本权利理论成果蔚为可观，另一方面国际与国内基本权利实践因应时代需求，变迁发展，目
不暇给。
自己也于2006年整理旧作，出版了论文集《基本权利研究》。
2009年初夏，法律出版社编辑易明群女士倾力襄助，遂有将积时已久的稿件翻出，再续前文的机缘。
勉力钩沉旧文，吸纳新知，实则惶惶然。
经年研读基本权利理论，深知其义理精深，不敢稍有怠慢，更不存任何妄想和宏愿。
所以，本书既非是基本权利的体系化思考，也未曾试图架构新概念，唯求将基本权利诸项原理之细微
处清晰化。
什么是基本权利，以及基本权利通过何种方式对国家发生效力，即为本书的命题。
故以下思考，贯穿全书。
一日总论。
各国宪法文本规定了诸项具体基本权利，本书未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集中阐明基本权利的一般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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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研究的特点：系统地分析了基本权利的各项原理；内容有关基本权利原理的
总论而非个论；贯彻较为纯粹的法学方法论，以各国宪法文本为依据，结合学说、判例，对基本权利
各种理论展开研究。
该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作者从事基本权利研究多年，在国内多家法学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共发表有关基本权利理论的论文三
十余篇，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转载，是国内最早涉足这一领
域的学者，其相关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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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本权利概述基本权利与权利的概念关联密切，二者之间既有一定联系，又有一定区别。
在从属权利一般特性的前提下，基本权利具有自己的特征。
权利是法理学上带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是个人对客体包括公民与国家提出的要求，基本权利是个人在
宪法上针对国家提出的消极或积极主张。
不同国家在各自历史、法律传统与法律制度的支配下，产生了带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基本权利概念。
由于这些概念是基于各国历史与现实基础理论与逻辑上的高度抽象，故彼此之间存有差异。
法理上的权利是个人主张，与之对应的是要求相对方负有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
对于生活在政治社会的个人而言，权利持有者的义务主体有两个：一是普通公民；二是国家或者政府
。
个人权利有可能受到双重侵犯：其一是来自公民的侵犯，其二是来自国家的侵犯。
“在对人权的实证法的承认中，人权具有双重意义。
在基本的体系上，人权是人类间相互间的权利要求，在辅助的体系上，人权也是对应当保护这种权利
要求的机构即国家提出的要求。
”[1]人权遭受双重侵犯的可能需要给予权利的双重法律保护。
防止公民之间相互侵权构成普通法律或侵权法的内容；防止国家或政府机构侵犯权利构成宪法的内容
。
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
法”[2]基本权利获得了基本的法律属性，即基本权利是公民在宪法上针对公权力的权利，它载明于宪
法，是公民要求国家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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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本权利原理》是中国法学学术丛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本权利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