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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古迄今，人类生活即分公域、私域两途。
古典中国以皇权国家为公域，以家族社会为私域；近代西方以政治国家为公域，以市民社会为私域。
公、私域之划界，造成人类行为规范——法律之分类。
众所周知，公、私法之划分，源自古代罗马法学家。
首倡此说之乌尔比安氏认为：公法系以保护国家公益为目的，与此相对，私法则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
的。
  自此以后，尽管公、私法划界之标准多变，然公、私法之分类理论大体得以坚持并流传。
特别近世以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分野日显，故公、私法划分理论在法律和法制建设中之作用亦
愈重。
至于我国，虽曾因意识形态影响，反对公、私法划界，但改革实践之现实，总在证明“形势比人强”
，“私法”不存之牢笼亦就不攻自破。
然而更进之问题在于，公法、私法两者，究竟谁主谁从、孰本孰末？
近年来，一种被谓之“民法帝国主义”倾向的观点风行我国法苑。
于是，民（私）法学科，趋之若鹜，而公法学科，虽不可说门可罗雀，但亦是相形见绌。
究其原因，或曰私法更易趋利，或言公法强化权力。
无论无知者的趋利之举，抑或有知者的固权理解，本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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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古迄今，人类生活即分公域、私域两途。
古典中国以皇权国家为公域，以家族社会为私域；近代西方以政治国家为公域，以市民社会为私域。
公、私域之划界，造成人类行为规范——法律之分类。
众所周知，公、私法之划分，源自古代罗马法学家。
首倡此说之乌尔比安氏认为：公法系以保护国家公益为目的，与此相对，私法则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
的。
　自此以后，尽管公、私法划界之标准多变，然公、私法之分类理论大体得以坚持并流传。
特别近世以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分野日显，故公、私法划分理论在法律和法制建设中之作用亦
愈重。
至于我国，虽曾因意识形态影响，反对公、私法划界，但改革实践之现实，总在证明“形势比人强”
，“私法”不存之牢笼亦就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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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一般性保障所谓一般性保障，又可称概括性保障，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宪法对权利只作概括
的规定，而不作具体的规定；二是泛称宪法上尚未列举的人权保障。
“宪法对于人权之保障，并不限于宪法所列举之权利。
宪法所未列举之人权，亦同受宪法保障。
‘概括性人权保障’之概念，即在于宣告并确认宪法人权保障之项目与内容，并不限于宪法本文所明
文列举。
”①据此，即使是宪法没有列举的权利，也都同样受到宪法的保障。
但是，凡是宪法没有列举的权利，都一概受宪法保护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还要宪法对权利予以列举呢？
岂不多此一举吗？
因为宪法列举与不列举，结果都一样，即都要受到宪法的保障。
因此，诚如有学者所言：“如今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基本人权包括一些尚未列举的权利。
”②也就是说，当宪法没有列举时，只有部分而不是所有权利会受到宪法的保护。
即只有那些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人的全面发展确实需要的权利，宪法才给予保护。
一般来说，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只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那部分权利
，但仍不能包括人的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所有权利要求，人的尊严的保护还有赖于“没有列举权利的条
款”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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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的工作报告。
我于1994年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并于同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那时还叫法律系）硕士研
究生，师从刘家兴教授研习民事诉讼法。
无论是在学习上、生活上，抑或是工作上，刘老师都给予了许多令我终身难忘的无私帮助。
2002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肖蔚云教授和姜明安教授，专门研习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肖老师在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大纲的草拟和确定、资料的收集和运用、论文的撰写和观点的梳理与分
析等方面，给我提供了耐心、细致和深入的指导。
然而，肖老师还未来得及审阅我的论文初稿，还未来得及出席由他老人家在澳门组织的会议⋯⋯就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一刻，弟子几乎跌入了人生的底谷，茫然不知所措，悲痛之情无以言状！
但是，弟子又能做什么呢？
弟子所能做的，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写好论文，以报答恩师的谆谆教诲。
在我心里，姜老师就像慈父一样，和蔼可亲。
说来挺巧，姜老师与我父亲还真是同龄，而且与肖老师都是我的湖南同乡。
这样，我与姜老师的那种师生之间的距离感无形中就拉近了许多。
特别是，姜老师上课时流露出的乡音更令我感到无比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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