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

13位ISBN编号：9787511820990

10位ISBN编号：7511820999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姜峰

页数：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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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

内容概要

经典著作的迷人魅力，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抗拒，这不只是出于对古人思想的好奇，或者对当下喧嚣
生活的逃避，而是他们关心的论题总与当下密切相关。
历史的烟云时聚时散，而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却沉淀为历久弥新的思想。

《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认为联邦党人揭示了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一个常被忽视的命题：自由与权
威不必狭路相逢，两者是可以协调的。
即使在“西方”国家，这也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而对于许多“左”“右
”为难的威权政府而言，它的意义更加明显，它可能有助于引导制度变迁走出在无政府与强权统治之
间摇摆徘徊的困境。
当形形色色的怀疑论调甚嚣尘上之时，联邦党人的政治与立宪思想能够有助于人们增强对于宪政民主
的信心。

 《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由姜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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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峰(1974-)，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
研究领域为宪法学、西方法律思想史、比较司法制度。
主讲课程：宪法学、政治学、外国宪法、西方司法制度、比较法学、西方法学文献选读等。
近年来，在《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清华法学》、《文史哲》、《北大法律评论》、《法学
论坛》、《山东大学学报》、《人权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转载若干。
独立译著《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参编教材编写、参与学术项目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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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民主价值分权制衡体现民主价值的两个重要方面：确保民意能够有效地约束政府；维护
社会多元性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和制度性机会。
第一，正如阿克顿所说，“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
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在联邦党人的政治理论中，保护各个部门的相对独立、警惕权力越出各自的边界侵害公民自由，一直
是分权的主要目标。
对司法部门的设计，主要目的即在于保护其必要的独立性——独立于因为民主而产生的派系之争。
只有独立，才能保障其公正地履行保卫宪法的职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的独立乃是政治民主的伴
生物。
值得注意的是，分权并不意味着机构之间的权力互无关联，它恰恰建立于权力的部分共享之上。
按照麦迪逊的理解，分权的理由在于可以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其原理在于能够“给
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
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这样的后果是能够实现“彼此有所牵制——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
宪法的权利法案具有同样的意义，它既为维护个人自由和人格完善所必需，也可以从分权的角度来理
解其功能。
保证每个人成为自我事务的主权者，无论如何都符合民主的价值。
言论自由能够保护个体公民的政治异议权利、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则它限制了国家的司法权，因此
它是政治性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个案审判的公正。
权利法案的根本功能在于禁止把私人事务政治化，它通过限制政府政治决策的范围，减少了社会性压
迫和政治专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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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联邦党人的政治与宪法思想》：新的中国问题之视角。
集汉语学界之学术力量。
审慎研究中西政治与法律理论。
期冀开辟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的两种资源。
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与法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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