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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宪政”这一普适价值，曾经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因为一个国家
的繁荣强大起源于宪政“软”实力。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宪政时刻”总是姗姗来迟甚或遥不可及，更毋奢谈像宪政成熟国家那样长
久造福于民众。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
经过百年的挫折与奋斗，中华民族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宪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960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一簇簇宪政之花正含苞待放。
2006年10月，河南省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了《（关于解决
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该报告经表决未获通过。
原因在于人大代表认为办理情况汇报太虚，与广大市民的“只要政府重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
心理预期相差太大。
2006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
工作情况报告，但在最终表决时，有关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报告未获通过。
2006年12月，甘肃省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金昌市公安局交警的工作报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这尽管并非表明宪政理想在中国法治土壤中的制度化、规范化，但至少意味着这些宪法现象已逐渐从
过去的新闻热点演变成政治生活的常态①，中国的宪政之花，开始在草丛中萌生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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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中国现实中，违宪行为仍不乏其例。
如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然而，前段媒体广泛披露：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分局将在“打非扫黄”活动中抓获的167人游街示众并在
众人围观下直接宣布违法者姓名和籍贯，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宪法所保护的公民人格尊严。
    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正处在风口浪尖。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条铁律。
湘潭大学法学院作为湖南省乃至全国法学研究的基地之一，理应义无反顾地为中国宪政大厦的构建尽
绵薄之力。
基于此种考量，我们把法学院教师这些年来在宪法基础理论、宪政史、宪法诉讼、行政法以及公法学
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精选的部分优秀硕士论文结集出版并结合湖湘文化的历史脉络命名为《潇湘宪
政论丛》，以展示我们作为一个学术团队在宪政建设理论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本书是第2卷《潇湘宪政论丛》，内中具体收录了：《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论艾滋病人及
其人权保护》、《宪法逻辑元视角的中国司法》、《高校处分违纪学生法律规制研究》、《利益诱导
型行政指导行为论》、《接近权及其法律保护》等文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潇湘宪政论丛（第二卷）>>

作者简介

　　李伯超，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湘潭大学宪政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代表性成果有：《宪政危机研究》、《宪政四题》、《西方宪政危机成因分析》、《现代法治的生成
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潇湘宪政论丛（第二卷）>>

书籍目录

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南非平等权的宪法保护及启示论艾滋病人及其人权
保护论我国公务员范围的拓展论宪政视角下的司法体制改革理念宪法逻辑元视角的中国司法受教育权
的保障高校处分违纪学生法律规制研究论行政相对人的防卫权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接近权及其法律
保护利益诱导型行政指导行为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潇湘宪政论丛（第二卷）>>

章节摘录

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二）自治规章　如前所述，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高等学校是行使公
共管理权的行政主体；而传统“大学自治”观念中，高等学校则是享有广泛自主管理权的自治主体。
大学自治观念一直以来强调学校与权力的相对独立，排除国家的过多干预，学术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普
适人权和公民自由权，任何人藉此得以自由地寻求真理并将真理传授于他人。
为保障良好的教育制度，为维护民主之存在与发展，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都是必需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宪法在规定国家负责教育的同时，还规定大学享有自治权力的原因。
如意大利《宪法》第33条规定：“确保艺术与科学自由及其教授的自由。
”“高等文化机关、大学和科学院在国家法律所规定范围内，有权颁布自治规章。
”在中国法律语境里，高等学校经法律、法规授权依法对其内部事务实行组织和管理，校规制定权是
其自主管理权的表现形式之一。
《教育法》第28条、第29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
”。
《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第53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力，其所制定的规则对大学内部的机构活动具有明确的规
范性，是大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接受监督的基本依据，也是我国教育法制体系的重要延伸，其性
质应当定位于自治规章。
当然，这种自治规章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规范。
二者虽然都是行政主体所创制的行为规则，是法的必要补充，但后者主要是为了实施法律规范和执行
政策，要受法之严格约束，制定、发布行政规范是“准行政立法”活动；而前者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学
校内部管理的科学化与有序化，尽管其亦必须以合法、合宪为前提，但基于高等教育之特殊属性，法
律赋予了高校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也使得校规更多地带上了自主、自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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