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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珞珈法学论坛（第4卷）》主要内容包括：论宪法之主权在民原则、宪法之道，中庸之道、加
拿大法理学述评　　试论古罗马的宪政思想、行政奖励研究、论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信息社会对个
人资料的法律保护、论税收政策的合法化、刑法机能界说、劳动关系中的“三方机制”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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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论·论宪法之主权在民原则宪法之道，中庸之道加拿大法理学述评试论古罗马的宪政思想行
政奖励研究论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信息社会对个人资料的法律保护论税收政策的合法化刑法机能界说
劳动关系中的“三方机制”研究试论不能犯的几个基础性问题论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国外检警关系模
式研究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范式——恢复性司法探析论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与国际法的困惑一种重
要的国际私法学说——克格尔国际私法“利益论”述评·比较法研究·比较与反思：重读第15届国际
比较法大会总报告·博士论文精选·比较法视野中的犯罪客体构成要件地位试论金融机构反洗钱法律
制度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珞珈法学论坛（第4卷）>>

章节摘录

　　论宪法之主权在民原则　　程华　　主权在民是近代民主政治革命所提出的最具感召力的政治追
求和革命目标之所在，革命胜利之后，各国宪法又以不同形式表现在宪法规范之中。
但同把主权在民作为宪政革命的出发点，却有不同的后果。
随着近年来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的解读，有必要认真厘清主权在民原则的内涵和发展脉络，并
深刻评析主权在民原则在政治实践中的推动作用和产生的局限性。
一、主权在民原则释义主权在民原则，亦称人民主权原则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指一国的全部权
力来源于人民，归属于人民，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
人民主权原则的概述不符合其本意，在实践中易产生偏差，因此很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将其阐
述为主权在民或一切主权归属于国民原则。
主权在民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宪法中确认国家对内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绝对权力来源于国民（或人民
）、归属于国民（或人民）、受国民（或人民）支配，宪法以此为基调而确立人权内容与国家机构框
架。
　　主权在民原则的提出是针对主权在君理论，是区别民主与专制的标志，但主权在民原则有一个发
展过程。
主权概念的提出是由中世纪向近代发生转变时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提出的。
中外学者一般倾向于是由法国政治学家博丹首先提出的，但博丹所提出的主权概念仍是国际法上的主
权概念，而不是宪法意义上的主权在民的主权概念。
主权的基本内涵是指对外部力量的独立性和对于内部团体享有最高权威或支配权。
主权者就是拥有主权的个人或人的组织。
主权具有四个属性：地位——是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权力；次序——是政治法律体系中最后的或最
高的决策权力；效力——具有影响一切行为的普遍效力；自主——统治者在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上，必
须享有独立性，不能隶属于它们。
国际法上的主权概念，亦即主权的对外性质是具有独立性和最高性，国内法上的主权亦即主权的对内
属性是指定宪法上的国家一切权力的归属，是统治体系的核心与最主要的因素。
狄骥认为主权是一种具有意志的人格主体，这种意志高于其他所有意志，主权的最高性和绝对性是卢
梭的一种主要观点；而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承认主权最高性的同时，又认为应当界限主权权力。
现代宪法所确定的主权在民原则一般倾向于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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