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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盟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与我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
东盟各成员国与我国有着传统的友谊。
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合作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东盟国家目前包括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
莱十个国家。
东盟十国位于亚洲东南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有4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亿多人口。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文化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
政治方面：双边政治关系全面改善，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对话机制不断建立完善；确定了面向和
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
经济方面：近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迅猛，到2005年，已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相互投资也迅速增长，到2003年6月，东盟国家累计在华投资项目20713个，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
项目822个；东盟国家在华投资额达609．06亿美元，中国在东盟国家投资额达13.72亿美元。
近年来，双方在旅游、艺术、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因此，对东盟问题的研究日益引起关注，已从过去单纯的研究演变为现实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各国的宪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朝着民主
化的方向迈进。
宪政制度是一国最重要的法律制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或停滞。
考虑到我国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的可持续性，我们不能不首先去研究这些国家的宪政制度这个带有根
本性的问题。
这也是我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主要原因。
我在给研究生讲授东南亚国家法学时曾经把东盟国家与欧盟国家进行比较，提出东盟国家与欧盟国家
相比较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宪政体制的多样性；二是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三是文化、宗教的
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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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盟国家宪政制度是很值得研究并且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
了解东盟国家宪政制度，可以使我们在与之打交道的时候总体把握对象的基本情况，以便在决策时作
出基本的方向性的判断；研究东盟国家宪政制度还可丰富我国宪法学的内容。
　　本书对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宪政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进行了阐述分析；对上述国家的现行宪政
制度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
宪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分析、阐述并与相关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粗浅的看法
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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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菲律宾现行宪法从现行宪法的规定看，有关经济秩序的调整主要是宪法第12章“国民经济和国
家资源”，主要包括：（1）确立“国家经济的目标是机会、收入和财富的较为均等的分配，为。
人民利益而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持续增长，扩大生产能力是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贫困者的生活
水平达到脱贫的关键，国家应在稳定发展农业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能充分地、有效地
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并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工业，促进工业化和全面就业”。
（2）确立了“一切公有土地、水域、矿藏、煤、石油和其他矿物油，一切潜在的能源、渔场、森林
或树林、野生动植物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3）设立“以总统为首的独立的经济计划机构”，应向国会提出建议，并持续全面地执行和协调国
家发展计划和政策。
（4）国会设立了一个机构，促进作为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根据的合作社的活动和发展。
一、宪法原则宪法的原则反映一国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
菲律宾现行宪法的原则置于菲律宾宪法的第2章，共28个条文，它是菲律宾宪政制度建立，运行所应遵
循的基本准则，涉及的都是菲律宾的最基本问题。
（一）民主共和原则／主权在民原则“民主共和原则”，即“主权在民原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宪法所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的过程中逐步确定起来的，他们认为主权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国家因拥有主权，所以与其他一切
社会组织不同，这个权威的意志是不能转让的。
例如，16世纪法国人布丹（JohnBodin）认为主权是国家的要素，必属国家，必有一种中心机关，对全
国人民享有一种最高权力。
这种最高权力的特点，即在其不受任何人为的法定限制，而只受上帝的法律或自然的法律约束。
美国内战时期的总统林肯就用“民用、民治、民享”这三句话来说明“主权在民”的含义。
根据“主权在民”的基本思想，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宪法基本都规定了这一基本原则，并根据它建立起
来了资产阶级的，或类似于英国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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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由东盟研究丛书之一，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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