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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政治学与国际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围绕着自决权理论的源流、自决权内在的性质和功能、
自决权与相关权能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自决权的实践及其规则。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对相关选题的研究现状、自决权的由来及发展、自决权的“不
同版本”、分学说“国际法学界有些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自决权内外划分学说”，以及对他的评价、
自决权实现方式之识别研究：以公民投票为分析对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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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英津，1969年生，山东沂源人。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副所
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出版个人专著：《国家统一模式研究》、《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法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

书籍目录

导论  一、选题依据    (一)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一)西方学者关于自决
权的研究    (二)中国学者关于自决权的研究  三、内容架构  四、研究突破    (一)内容上的突破    (二)视
角上的突破  五、研究方法  六、概念界定    (一)“自决权”、“民族自决权”与“人民自决权”    (二)
“非殖民化运动”第一编 自决权理论之本体研究  第一章 自决权的由来及发展    一、自决权的起源    
二、自决权的发展脉络    三、本章小结  第二章 自决权的“不同版本"    一、马克思主义的自决观    二
、西方学者对自决权的一般认识    三、国际法上的自决权  第三章 关于自决权的“内外划分学说"及其
评析    一、“内外划分学说”的提出    二、“内外划分学说”的基本观点    三、“内外划分学说”之
简要评析    四、应以“学科划分法”取代“内外划分法”  第四章 自决权的性质辨识    一、法律原则抑
或法律权利？
    二、单一权利抑或复合权利？
    三、一次性权利抑或永久性权利？
    四、唯有独立的实现形式抑或还有其他？
    五、绝对性权利抑或相对性权利？
    六、强行法性质的权利抑或习惯法性质的权利？
    七、本章小节  第五章 自决权的主体界定    一、与主体相涉的基本概念：“人民”与“民族”    二、
作为自决权主体的“人民”    三、作为自决权主体的“民族”    四、观点辨析    五、本章小结第二编 
自决权与相关范畴之关系研究  第六章 自决权与国家主权    一、国家主权的一般理论    二、自决权碰撞
国家主权的情形及原因    三、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四、观点辨析  第七章 自决权与人权    一、人
权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二、自决权与集体人权    三、自决权与个人人权  第八章 自决与自治    一、自
治的要义及其一般理论    二、自决与自治的理论分野    三、自决与自治的内在关联    四、自决与自治
的混同：原因及危害    五、案例解析：自决与自治关系的另一种误读与调适  第九章 自决与民主    一、
民主的由来及内涵    二、自决与民主的差异    三、自决与民主的关联    四、关系混乱的自决与民主：
表现及根源    五、一种相关的理论动向及其评析    六、本章结论  第十章 自决与分离第三编 自决权实
现方式之识别研究：以公民投票为分析对象  第十一章 自决方式与公民投票的关系原理  第十二章 自决
性公民投票  第十三章 民主性公民投票  第十四章 特殊民主性公民投票的实证分析——以分离为议题结
束语：自决权理论的问题与思路参考文献一、中文文献(除译文文献外，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二、英
文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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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决权的由来及发展自决权的形成和发展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代、不
同阶级和不同国家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论述。
基于此，本章以自决权的起源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自决权的历史演变过程，来进一步厘清自决权理
论的来龙去脉，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其实质，从而澄清有关自决权理论问题上的许多模糊认识。
一、自决权的起源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自决权思想是17-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
但是，作为反映这一思想内涵的观念却可以向前追溯到15-16世纪的西欧。
从历史上看，在最早明确表达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思想的西欧政治思想家中，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
马基雅维利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时意大利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他坚信民族独
立和国家统一是意大利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面对于意大利来说，君主正是帮助人们去实现这一权利的
伟人。
因此，他在其《君主论》中，向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君主呼呈“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这
充分表现了他对于实现民族自决的渴望。
中世纪的欧洲都以神权的名义实行君权统治，宗教改革运动的加尔文分支提倡自主的、以个人信仰为
基础的宗教生活。
英国的清教徒走得更远，他们把宗教的自主和政治的自主联系起来。
历史说明，清教徒的理想尽管没有在英国实现，却为后来北美新大陆的独立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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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笔者近五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体现，大致包括以下两个阶段的成果内容：第一阶段（时间
为2002年8月至2004年8月）的研究成果是笔者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2002年7月，笔者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同年9月，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宪法学专业的课题研究。
当初在我的博士后进站申请报告中所设计的本来不是这个选题，而是“海峡两岸政治体制比较研究”
。
后来考虑到原选题很敏感，也难以研究得很深入。
因而进站后我就产生了改变原选题的想法，但怎么改呢？
基于本人博士生期间师从黄嘉树教授研究台湾问题的学术背景，思来想去，最后选中了“自决权理论
”这一研究课题。
从现实意义来看，改为这个选题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但该选题的研究难度很大。
因为自决权理论是一个横跨政治学、宪法学、国际法、国际政治等几个学科或专业的论题。
单就其中的若干概念而言，由于使用它们的学科背景不同，因而含义模糊、歧义丛生，将它们界定清
楚尚属不易；倘若在此基础上再有所“理论突破”，那就显得更加艰难。
经过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至2004年7月博士后研究报告如期完成（当时文稿近18万字），后顺利通过答
辩。
在答辩会上，专家们对该研究报告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希望我在今
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还没有来得及研究的几个问题要继续研究下去。
第二阶段（2004年7月至2007年8月）的研究成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
带着博士后研究期间还未来得及研究的问题，笔者将该选题作为青年自选项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并于2004．年6月被批准立项。
这样，在原来博士后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自决权理论问题又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
至2007年8月，课题基本完成，该书也就基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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