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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制能否稳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是否健全，法治是否健全取决于宪法是否具有权威
性，宪法是否具有权威性取决于违宪审查制度是否能发挥作用。
《民主与政治文明研究丛书·比较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丛书·违宪审查与民主制的平衡：一项比较研
究》以几个典型的民主国家为例，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些民主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与民主制的平衡之
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违宪审查制度应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政治法律文化。
西方民主国家普遍采用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司法机关审查制度和专门机构审查制度。
这两种违宪审查制度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机制，在西方国家的宪政实践中发挥
了重要的平衡作用，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予以研究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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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是国家的主要政治问题；从1873年起到1900年自由
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同经济的关系则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也是最高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一时期，最高法院为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所控制，虽然也作出了一些支持联邦政府（主要是
国会）管制私营企业的裁决，但从总体上说，它是倾向于维护资本的利益、支持财富集中、赞成自由
放任政策和反对政府（主要是国会）干预经济的。
最高法院的主要做法是利用违宪审查权，在维护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名义下，保护私有财产权，制
止或削弱国会对经济的干预，来维护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利益（如1895年波拉克诉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
案）。
例如在1864-1873年间，国会就有10项法案被最高法院推翻；最高法院限制1887年成立的州际商业委员
会规定铁路运费率的权力；大大缩小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适用范围。
这些都表明最高法院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来维护公司和资本利益的。
　　这一时期，最高法院通过违宪审查权，限制国会管制和干预经济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国
会权力的过分膨胀。
但是，最高法院对国会权力的限制（尤其在政治权力上）毕竟是有限的。
1867年，国会将联郑行政官员的免职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宪法只规定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联邦官员，没有规定总统是否拥有免职权。
1867年3月，国会为防止安德鲁·约翰逊利用总统职权罢免共和党内阁成员，通过了一项《官员任期法
》（这一法律20年后被废除）。
它规定未经参议院同意，不得解除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联邦官员。
这一法律实际上彻底剥夺了总统按照宪法精神可以行使的权力，将联邦行政官员的免职权控制在国会
手中。
因为第一届国会曾通过法律规定总统可不经参议院同意独立行使免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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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违宪审查与民主制的平衡--一项比较研究/民主与政治文明研究丛书》由翟桔红所著，该书研究古代
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区别、多数裁决作为现代民主决策规则的优势与弊端、违宪审查对民主的纠正作用
及对民主制平衡的作用，追溯了违宪审查的制度渊源和理论渊源，探讨了违宪审查制度产生时的民主
环境、美国违宪审查与民主制平衡之间的关系、对违宪审查与民主制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选择
不同违宪审查模式应当具备的条件等，探讨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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