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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实施过紧急状态，危机治理日益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
。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表明国家为应对各类危机或突发性事件将要构建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当前，人权保护已蔚然成风，因此，如何构建或改进国内外机制以更好地规范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
问题便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也是我国《紧急状态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本书基于普遍主义与特色理论相结论的学术立场，旨在探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紧急状
态下的人权克减是否具有正当性；若具有，则要满足什么条件；若不具有，其原因为何等等，这些问
题的答案便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命题。
　　首先，运用历史考查的方法，理清“紧急状态”这一制度事实在西方的发展演进脉络，通过规范
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归纳出紧急状态这一基本概念的规范性内涵。
进而在规范的层面上，探讨何谓“一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即人权克减的构成问题。
其构成有实体性要素和程序性要素，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克减的主体、情境、形式、对象和客体；后者
包括克减的宣告、通报和期间等。
其次，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考察目的论者和形式论者的思想，总结出他们承认紧急状态下人权
克减具有一定正当性（或是善的）的思想。
然而，紧急状态下克减人权不是绝对有效的，还必须以“人权克减是必要的且尊重人道的基本标准”
为前提条件，尤其是后者，它是框定人权克减正当性的最终边界。
再次，为限制人权克减的滥用，必须对人权克减进行有效的审查监督。
在国内法上，审查监督分为对实施紧急状态决定的审查监督和对紧急措施的审查监督，重点是对后者
的审查监督。
在国际法上，三个人权公约对紧急措施的审查监督机制不尽相同，但是审查中基本遵守着不歧视、不
滥用、重要权利不可克减和不抵触四项原则。
另外，本书介绍了美国紧急权体制的发展过程，阐述了当前对恐怖分子权利克减的普通司法救济状况
，并对关国对于非美国公民“敌方战斗员”实施特别军事审判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了评价。
文章还以施米特的理论和德国实践为透镜，审视了至二战结束前在紧急状态问题上欧洲理念的变迁；
描述了二战后欧洲人构建的以国际公约规制紧急状态的模式，评价了其价值，指出它遭受的挑战，提
出了改善的建议。
最后，文章从制度史的角度梳理了我国现代以来紧急状态和戒严的发展与演化过程，并对相关实践作
出了评价，尤其是总结了当前紧急状态制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鉴于我国正在制订统一的《紧急状态法》，针对“人权克减应如何规范”，“如何与《公民权利与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契合”等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本书提出了七项结论性意见．以期对未来的紧急
状态立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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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论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大凡规范性的东西，必定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其一，是有关
它的应然语义；其二，是有关它的实践；其三，是有关二者的讨论。
然而，将三者混淆的事例不胜枚举，实害人不浅。
以人权为例，在应然语义上它如一个无摩擦的平面，不可能真正完全得到它。
它是一种理想，是一个保持着永久商谈性的开放主题。
在这种意义上它具有不可丢弃的超时空品性，是绝对主义的。
另外，人权在现实中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始终围绕其应然轴线在作程度不等的偏离和重合运动。
它还是一种有关人权语义与实践命题的讨论，受不同语境影响。
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彻底，讨论者也　　渐趋获得更多的认同和共识，至少在认识论上向其应然语义无
限接近和靠拢。
这样后两者囿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必然带有相对主义品格。
但若二者较多地偏颇和游离于人权的应然语义之外，那将是对它的反叛。
　　同样，我们要进行的是讨论有关“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规范性与实践性问题，那么要论证的
核心命题的属性为何？
它是作者孤芳自赏的心理独白，还是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命题？
研究的具体方法又有哪些？
这些将是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立场　　理论的建构与经营首先是一个说服自我的过程，但又绝不止这种喃喃自语，理
论的生命毋宁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听者与信众。
“紧急状态下，仅当为保障人道的基本标准且符合必要性原则时，才能克减人权”是本书的核心命题
，这是一个规范性命题，也是本书论证的中心任务。
它具有普遍意义，还是一个特殊的诊断，这涉及的研究的立场，即“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选
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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