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自由权制度的完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自由权制度的完善>>

13位ISBN编号：9787301086087

10位ISBN编号：7301086083

出版时间：2005-2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杜承铭

页数：2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自由权制度的完善>>

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部分即第一、二、在章从宏观层次以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宪法自由权的一般理论，中国
宪法自由权制度演进的历程与规律，以及当代中国自由权制度的转型。
第二部分即第四、五、六章，从微观层次对宪法人身自由权，工作自由权，迁徒自由权，表达自由和
结社自由权制度及其权制度是当代中国宪法自由权应当特别关注的现实总是侮三部分是第七章，集中
分析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中的自由要制度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协调与适用，同时探讨了国际人权公约
实施的宪法机制与其中自由权的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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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承铭，1966年生，法学博士，法学教授，广东商学院教务处长。
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广东省宪法研究会理事、广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
出版个人著作两部、合著三部。
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数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摘
要和转载。
代表作有：《论宪法自由权》、《论表达自由》、《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理念的重构》等。

    吴家清，1958年生，法学博士，法学教授，广东商学院院长。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宪法学研究会总干事。
近年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主编了三本法学教材；另外在《中国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三十
篇，其中数篇被《人民日报》、《新化文摘》摘要和记载。
代表作有：《论宪法价值的本质、特征与形态》、《论宪法学基本问题》、《21世纪我国宪法变迁的
价值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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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宪法自由权制度的转型及其完善，首先有必要从法理上弄清楚宪法自由权的概念。
宪法自由权同自由范畴一样是一个令哲人争议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也首先从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人手，系统地界定宪法自由权的概念、演进历程及其分类与
构成。
    一  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    在所有的法学范畴中，被人们弄得最混乱的莫过于“自由”。
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作为法律价值范畴的自由、作为法律权利本质属性的自由和作为法律权利的自
由之间并没有作明确的区别。
以致把法律价值的自由当作法律权利本质的自由、把法律权利本质的自由又混同于作为法律权利的自
由。
这种混乱的自由范畴的直接后果是人们把法律自由归结为“一定社会中人们受法律保障或得到认可的
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①。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
还是让我们回到作为法学范畴的自由本身。
在我们的法学中至少在三种不同情况下使用自由概念，这三种不同情况下的自由范畴是否是同一种意
思呢？
    （一）作为法律价值的自由范畴    众所周知，所谓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即客体满足主体的
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应关系。
而法律价值是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物。
是“人化了”的存在物，与一般存在物不同，法律本身就是人的价值的对象化，本身必然蕴含着主体
的价值，这种价值只是潜在的、应然的法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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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自由权制度的完善”的最终研
究成果。
该项目自2000年底立项以来，历时三年多，其中由于我被公派至美国访学一年而推迟，但三年中对该
课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即便是我在国外学习期间，在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之余，仍然搜集了大量资
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三年中也陆续发表了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先后在《中国法学》、《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河北法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该项目研究论文四篇，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其中《论表
达自由》和《论工作自由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及其实现》被收入张文显教授总主编的中国法学精萃系列
丛书《中国宪法学精萃》（2002年卷、2003年卷）。
2002年8月出国前，我已拟好全书的写作提纲与研究问题，并与课题组成员进行了讨论和分工。
2003年8月回国后，即开始整理原先发表的研究成果和课题组成员的其他研究成果，系统地进行文字上
的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拾遗补缺性的研究。
课题组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工作完成了本书。
全书完成后由我和吴家清教授进行了统稿工作。
    应该说我在主持此项目前对宪法自由权问题关注已久，读博士期间以此为题进行过研究，毕业后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没有中断，并出版过《论宪法自由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
但真正开始“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自由权制度的完善”这一项目的研究才发现，其艰苦性超出了我们
的想象，它不仅涉及宪法学、法哲学，而且还涉及法社会学、刑法学、经济法学乃至哲学等领域，所
以在完成该课题最终成果时，几位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交流分析，使我获益良多。
对完成这一课题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课题组成员法学博士吴家清教授、法学博士邓世豹副教授、法学硕士柳国斌、哲学
博士李征坤，没有他们的合作是无法完成本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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