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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内地现存的民事权利概念是由民法学家独家经营的一个概念，是民法学视阈下的民事权利概念，
也是狭义的民事权利概念。
民法学界有代表性的民事权利概念多强调“民事利益”与“法力保护”相结合的特有属性。
但由于又同时强调民事权利必须是民法确认的权利，因而“法力保护”的属性就被民法的功能属性，
即为“民法救济方式和力量”的属性所吸收。
民法视阈下的民事权利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民事利益”属性与“民法功能”属性的有机结合。
与“民事利益”这一内容属性相对应的外延包括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和兼具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属性
的综合权利，或被概括为财产权利和非财产权利。
与“民法救济方式和力量”这一功能属性相对应的外延，依其作用分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
权；依其效力所及的范围分绝对权与相对权。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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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3个章节，主要对民事权利与宪政制度中的法哲学视角问题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
包括法哲学视阈下的民事权利概念、中英两国传统社会财产权利合法性来源差异的历史比较、商品货
币经济发展与近代西方私人财产形成、近代西方劳动产权的确立与现代化启动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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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福臣，男，1961年生。
现为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理论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法学
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宪法学和法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40余篇。
主要代表作为：《美国宪政生成的深层背景》（法律出版社2005年）、《宪政哲学问题要论》（法律
出版社2006年）、中西宪法概念比较研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宪政基因概论（《法学研究
》2002年第5期）、现代宪政的法权配置与运作规律（《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道德态势与社会
控制模式需求定律（《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3期1。
魏建国，男，1975年生。
现为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理论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法律史和法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出版专著《自由与法治——近代英国市民社会形成的
历史透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英国崛起》（法律出版社2006年）等2
部；并在《环球法律评论》等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
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摘、转载并由《中国法律年鉴》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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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出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就将根本法属性作为成文宪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成文宪法’一词在美国，实际上是在约翰·马歇尔的含义上，被理解为基本法，不仅是在道德和
政治含义上，而且是在‘最高’法的专业含义上。
在欧洲大陆，约翰·马歇尔的成文宪法的含义用一个相当不同的术语来移译，既然马歇尔的基本观念
是高级的、实际上是最高的效力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成文文件的存在。
法国称这种意义上的宪法为‘constitution au sons formel’，而相似地德国法律术语称
‘formellerveffassungsbegdff’。
这些术语指称这样的基本事实，即一部这种意义上的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区别并不必然地在本质、内容
方面，而是在程序、制定和修正以及效力方面。
”①西方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将根本法属性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定义的恒定性角度来看，宪法中所规定的规则被认为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在它们依据适当的
程序被修改之前，所有的其他规则必须与它们相一致。
”“宪法概念中蕴涵着这样的含义，即它是具有优先效力的更高层次的法。
”②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其逻辑前提就是承认宪法的根本法属性。
即使是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最发达的国家的民法学家也将宪法的根本法属性和民法对
宪法的从属地位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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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我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形成。
它首先得到了司法部“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立项支持，后又得到黑龙江大学重点学科
经费的资助，在此，对这些支持和资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的合著者魏建国副教授是英国史专业的博士，又是法理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同时又是成果丰厚、潜
力非凡的青年学者。
他的加盟使本书增加了历史的凝重和青年的活力，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术品位。
感谢《法学研究》、《学习与探索》、《学术交流》、《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北
方法学》等杂志对本项目的一些前期成果的发表，为本项目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和支持。
本项目的完成和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个人学术生涯一个阶段的结束，并孕育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
结束的是那种传统的古典自然法和法社会学式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开始的是对现代法学理论，即哈特
、德沃金、阿列克西等人的法权利理论、尤其是宪法权利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对于这种转型，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陈景辉副教授的启发和英文资料搜集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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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权利与宪政:法哲学视角》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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