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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政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宪政制度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实行或积极追求建
立的先进制度。
宪政是以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威而形成的一种以制约国家权力为手段、以保障人民权利为目的的政
治运作。
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目标，有限政府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成文宪法是人权价值实现的保障。
宪政的基本精义在于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
　　作为一种相对国家的权利，公民财产权经历了从自然权利到法定权利、从民法权利到宪法权利、
从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从绝对权利到相对权利的历史性演进。
公民财产权是现代宪政的社会根基，在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方面推进和实现着宪政理想，落实着宪政
实践。
因此，公民财产权的宪政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宪政概念中自由、人权、法治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即有用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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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宪政的基本理论 宪法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机关据以活动、人民权利据
以实现的最高准则。
宪政则是以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威而形成的一种以制约国家权力为手段、以保障人民权利为目的的
政治运作。
宪政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本章的基本思路是，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终极目标，有限政府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成文宪法是人权
价值实现的保障，以有限政府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的立宪主义思想是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指导
思想，宪政是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的过程与结果。
 第一节 宪政的起源 一、古希腊民主制 宪政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宪政制度已成为世
界大多数国家所实行或积极追求建立的先进制度。
随着近代宪政国家的逐步兴起，人们普遍相信，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理想的国家制
度。
古希腊是宪政思想的发源地，雅典国家的权力对抗制约机制、公民享有的广泛政治参与权以及宪法、
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都是古希腊宪政思想的内容。
当时产生的宪政思想中，最重要的要素是限权和依法而治。
“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
机会降至最小程度’。
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
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自法律，统治者须依法而治。
古希腊政治制度中所包含的这些宪政思想是近现代宪政精神的源头。
 在雅典国家诞生之际，雅典人的宪政理念就随之产生了。
梭伦算得上是第一个“立宪者”。
他继承了瑟秀斯的阶级划分标准，将希腊民众按财产数量的多寡划分为富农、骑士、中农、平民四个
阶级。
只有第一阶级才能担任高级官职，第二、三等级可担任一般官职，第四阶级的人数最多，他们不能充
任官职，但能参加决定国家事务的公民大会。
在梭伦之后，平民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又进行了几项立法改革，取消了原有的四个部落，把雅典划分为
十个选区，使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从而彻底消除了氏族制度的残余。
雅典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渐建立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新的政治体制，被后人认为是现代宪政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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