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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事例的形成，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虽然不存在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但通过这些宪法事例，推进和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
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的立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以及中国司
法制度的发展，未来也必然推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化。
因为这些宪法事例是中国社会内在的宪法诉求，是宪法理念的深刻体现，是宪法影响和作用于中国社
会的深刻体现，是宪法核心价值的深刻体现。
这是它们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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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宪法学思考——国有化与私人财产权保护一、山西煤矿整合事件始末二、山西煤改文件所涉及的
宪法权利——私人财产权  (一)我国宪法上私人财产权的确立及其意义  (二)采矿权属于私人财产权的范
畴三、针对山西煤改文件的审查基准  (一)双重基准论及其在日本的继承和演变  (二)针对山西煤改文件
的审查基准四、关于山西煤改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分析  (一)政府目的是否正当  (二)规制手段是否正当五
、山西煤老板权益受损后的可能法律救济途径  (一)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直接监督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
于行政复议时的一并审查  (三)晋政发[2008]23号文以及晋政发[2009]10号文是否可诉六、结语事例5：
上海“钓鱼执法”案件——行政权的宪法规约一、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始末二、“钓鱼执法”呼唤
对行政权失控的有效规约三、隐藏在“钓鱼执法”案件背后的行政惯例四、行政惯例对行政裁量活动
的导引五、行政惯例导入行政裁量可能的负面效应六、行政裁量过程中行政惯例的规范路径七、结语
：实现行政裁量权的宪法规约事例6：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管辖横琴岛澳大校区——《基本法》
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管辖横琴岛澳大校区事件始末二、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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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政府管辖澳门大学新校区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及性质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
 (三)宜由全国人大直接决定将澳大横琴校区划归特区政府管辖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授权大陆
某省级行政单位管辖港澳的某个区域  (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宜强行干预双方的租地问题，而应由双
方协商解决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授权内地某省级行政单位管辖港澳的某个区域事例7：广电
总局大规模关闭视听网站事件——网络时代中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一、广电总局大规模关闭视听网站
事件始末二、有关管理规定及问题之所在  (一)网络视听的负面影响  (二)网络视听管制的主要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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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管制：一个“致命的自负”四、管制手段是否合宪  (一)管制手段是否必要  (二)管制目的与管
制手段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五、结语事例8：“先育后婚考公务员遭拒录”事件——公务员招录中的
宪法权利一、“先育后婚考公务员遭拒录”事件始末二、本案涉及的一般法律层面问题  (一)有关公民
任职公务员的法定条件  (二)公务员录用的考核与政审制度  (三)考核与政审的规范依据三、王莹的诉讼
策略与救济途径四、本案中宪法权利保障的请求权依据  (一)以劳动权规范为请求权基础  (二)以宪法平
等权规范为请求权基础五、公权力涉嫌违宪的形态六、结语事例9：“政审门”事件——营业自由的
宪法学思考一、“政审门”事件始末  (一)“政审门”事件经过  (二)背景概览：政审制度简介  (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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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规范性文件二、宪法学思考的启动要件视角  (一)部分社会法理的视角  (二)穷尽法律问题的视角三、
宪法学思考的实体视角  (一)多重实体视角  (二)基于营业自由的审查四、对《军校政审规定》的合宪性
限定解释事例10：四川乐山村民投票剥夺轮换工农民身份事件——多数人民主与少数人权利之间的悖
论一、四川乐山村民投票剥夺轮换工农民身份事件始末二、民主投票的宪法限度  (一)个人权利是民主
的界限  (二)民主程序的设计应当理性化  (三)如何使个人权利免予民主程序的侵害三、农村土地征收补
偿款分配制度的合宪性要求  (一)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制度不足以保障农民和村集体的财产权 
(二)国家负有保障财产权的宪法义务  (三)《物权法》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四、结语：保障农民
和村集体财产权的宪法思路  (一)《宪法》第10条第2款的“集体所有”只有一种合理解释  (二)保障农
民个人和村集体二者财产权的出路在于将村集体“公法人化”  (三)公法人的类型选择——区域性公法
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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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谓“部分社会”？
从外延上看，它由各类社会团体构成。
其性质可以分别通过其与两个对应概念——国家、市民社会——的比较来展示这项术语的意蕴。
首先，“部分社会”不同于国家。
各类团体，大到国际社会，小到协会、公司、学校等机关、企事业单位，从组织的严密性与秩序的完
备性看，国家是人类社会现阶段“最完整的社会”，如同黑格尔说国家是“自由的最高定在”；相对
应地，其他社会团体从宗旨、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完整性看，只可称为“部分社会”，国家将其主权
下的各个地域及功能性的部分社会统一在自己的法秩序下。
其次，“部分社会”不同于一般的市民社会。
在国家一社会的二分格局中，私主体的意思自治应得到保障，公权力不宜贸然介入，但基于保障公共
利益或其他私主体的法益不受侵害，公权力得以中立的姿态介人。
不同于市民社会的一般领域，自治团体具有自律性规范，极大地拔高了从公权力介入其内部纠纷的门
槛。
这些自治团体就构成了不同于一般市民社会的“特殊的部分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社会并非仅仅包括私人团体而完全隶属于市民社会，它也包含了一些类型的公共
团体。
根据“部分社会”法理的原理，宪法审查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不应介入不同于一般市民社会的“特
殊的部分社会”，以维系其内部的自治或自律性。
这项法理主要发源于日本司法审查的判例。
作为本文所关注政审事件的当事一方军校，是军队系统设置的学校，这恰恰处于两类典型的部分社会
的交集上：无论学校，还是军队，都是典型部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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