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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宪政事业发展的进程及未来
，探索中国宪政新道路的工作也逐渐展开。
中国无论以何种综合国力的公式来衡量，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大国，大国是对世界发展及现状格局有决
定性或重大影响的国家，如美国、俄国、中国、印度等。
大国宪政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极其坎坷曲折的，并不时会有向后的巨大倒退。
“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辨证的，不科学的，
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①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宪政发展的水平又往往成为其能否实现富强、腾飞的决定因素。
大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国土、悠久的历史以及强盛的国力而为世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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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欧洲、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宪政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比较，尝试为中国未来的宪政发
展探求可资借鉴的因素。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宪政发展历程受制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不可以照搬照抄，但也并非无共性可言，只
是需要仔细谨慎地从个性中搜寻共性，同时又要避免为表象所迷惑。
    建立大国宪政新模式的指导思想，应以社会政治、文化传统及民族血缘关系为联合的纽带，以共存
共荣之互补为利益基础，借鉴多种小国宪政模式的经验，有机结合为处理特殊性、多样性问题的方式
，以互谅互让的妥协为解决各种地域性、集团性矛盾的指导方针，施行稳健、务实、循序渐进的宪政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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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新，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香港澳门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英国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法理学、基本人权中的政治权利、“一国两制”理论与法律实践、香港与内地法制
协调、传媒与信息法。
 主要著作有：《一国两制决策研究》、  燃自由的法律保障》、《行政处罚法》等；代表性论文主要
有： 《中央与香港特区违宪审查协调》、 《香港与内地司法协调》、《中国语境中的司法独立》、
《结
社自由的司法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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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英国宪政英国是宪政历史最长的国家，其宪法的特殊性至今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由于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典，也没有依据宪法宣告议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的宪法审查制度，所以英
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就像其古老的判例法制度一样，难以准确把握。
对于英国宪政的研究，也只有置身英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及现实环境之中，以普通法的思维方式进行探
索，才有可能获得其真谛的启迪。
一、英国的“违宪”概念英国的违宪概念是比较复杂的。
戴雪将英国宪法归纳为包含宪法性成文法律和宪法惯例的系统。
其内容则主要涉及国家权力的运作、各机关权力的分工以及法治规则。
戴雪更进一步将英宪的特征总结为“议会主权”、“法治”、和“宪法惯例”的遵循。
现当代英国学者虽然对戴雪的观点进行了相当多的质疑和修正，但对于英国宪法这一概念，仍未给出
比较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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