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研究（第十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宪法研究（第十卷）>>

13位ISBN编号：9787561445402

10位ISBN编号：7561445407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莫纪实，谢维雁　主编

页数：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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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研究（第十卷）>>

前言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宪法：回顾
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望江宾馆举行。
此次年会及学术研讨会由四川大学法学院具体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高等法律院校、法学研究部门、政法实践部门以及我国港澳地区的近260名宪法学者参加
了此次年会及学术研讨会。
此次年会通过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章程以及第六届理事会五年工作计划，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了
学会的会议制度和组织制度，为学会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年会共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200多篇。
研讨会期间，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以及宪法学的发
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关专家
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现根据年会论文及学术研讨会代表的发言，将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情
况综述如下：此次学术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包括“从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国家机构改革的宪
法原则”、“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机制”以及“实践中的基本权利”。
研讨会发言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和分论坛发言两个部分。
共有12位代表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发
言者不仅立意深远，而且言之有据，给与会者以很大的启发。
许崇德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82年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正案又进一步完善了宪法文本，健全了宪法制度。
但应当看到，现行宪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宪法学界一定要结合实际，多思考，
逐步提高研究水平，为宪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进宪法实施贡献力量。
廉希圣教授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3年的发展历程，指出从整个宪法学界来说，
要保持优良传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老、中、青三代和谐发展。
廉教授希望宪法学界能够以独立研究的精神治学，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要坚持“学术至上”的品格
，不能“敏感问题绕着走”，应当勇于面对现实，坚持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法制
建设服务，推动宪法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陈弘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宪法应当是规范性的宪法，学习西方宪政文化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矛盾
，借鉴西方宪政经验，可以推动中国宪政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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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暨“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宪法：
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望江宾馆举行。
年会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以及宪法学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产生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收录了相关文集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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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的演变    ——中国宪法学30年发展的反思依宪执政：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八二宪法立宪目的的分析与思考执政党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中国基层群众自治
：前行与忧思论我国地方试验制度的法治化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    ——以询问答复为中心的考察论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人大“集体行使监督职权原则”辨析    ——对《监督法》的一个
评析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问题初探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    ——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
义务论基本权利保障的技术方案    ——基于数学思维的分析框架个人数据的宪法和法律保护新闻自由
的权利属性新中国公民迁徙权利演进的实证考察流动儿童初等教育权的平等保护探析“人肉搜索”的
宪法学思考    ——从姜岩案看个人隐私权和公众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三十年来中国公民经济自由的拓
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违宪审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立法法》相关条款解读宪法
、《立法法》和《监督法》文本中“备案”一词的语义分析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适用宪法    —
—“宪法司法化”质疑论我国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试论国际条约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    ——兼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司法实践中的基本权利    ——以德国和美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胎
儿的宪法地位    ——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从美国英国广播电视法的公共利益原则看表达自由的保障实
质性正当程序在美国内战前州法院的适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界定立法裁量的司法标准权力制衡与宪政
转型    ——以法国最新宪改为指向英国司法审查的合法性争论及其影响    ——以法院与议会主权的关
系为视角后记附录：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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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
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
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
的一件大事。
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
理论解答。
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
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
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
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
幻影。
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
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
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
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
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
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
，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
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
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
④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
。
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
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
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
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
阐释力。
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
、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
“不是仅仅拿国外宪政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
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
”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
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
法事例研究（一、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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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已逾24个年头。
在过去的24年中，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在认真举办年会及其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在有关单位和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汇编和整理历次年会所提交的优秀论文，先后出版了9期年会学术论文集
，包括《宪法与改革》、《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宪法的权威与地方立法》、《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宪法与国家机构改革》、《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宪法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法课题》等，对于推动中国宪法学界同行之间的学术
交流以及及时地反映宪法学研究会年会的学术研讨成果，向学界和社会介绍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状
况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2001年开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处对年会论文集的编辑原则和方法作了适当调整，年会
论文集采取以学会专业书刊的形式出版，书名为《宪法研究》，并于2002年出版了《宪法研究》第1卷
。
从2005年开始，根据法律出版社的出版规划，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又将《宪法研究》改名为《中
国宪法年刊》，计划每年出版一本。
目前已经出版了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卷。
由于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宪法学者的队伍日益壮大，每年参加学术年会的代表人
数急剧增加，代表提交年会的学术论文的总体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宪法学研究会组织出版的学术著作来及时和有效地反映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
的总体发展状况，以学会组织出版的宪法学著作来促进和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宪法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不
断提高，进一步扩大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在法学界的学术影响，成为新一届理事会所面临的重要
任务。
2008年1月14日，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从2008年开始，作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组织出版的正式学术著作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继续出版《中国宪法年刊》，该年刊主要选择当
年度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思想的学术论文，提交年会的能够很好
地反映宪法学理论研究现状、代表了目前宪法学理论研究前沿水准的论文，以及当年度所发生的各种
重要和重大宪法学理论研究活动、宪法事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动态等，以此来体现当年度我国宪法
学理论研究发展的状况和宪法实践所发生的重要和重大事项，并将该年刊作为理事会推荐的从事宪法
学教学和研究必备的学术资料参考书；另一种是由当年度的年会承办单位组织推荐提交年会的优秀论
文，并经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审定后出版的《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
。
从2008年起，开始统一编辑年会论文集，考虑到自1985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已经出版
了9本年会论文集，为了保持年会论文编辑的连续性，2008年年会论文集编辑为《宪法研究》（第十卷
），以后各卷按照实际召开的年会年度顺次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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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研究:第10卷》：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的演变周叶中、伍华军依宪执政：全面落
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王建学论我国地方试验制度的法治化林彦法律保留制度的现状郑贤君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欧爱民论基本权利保障的技术方案黄学贤、廖振权流动儿童初等教育权的平等
保护探析戴激涛“人肉搜索”的宪法学思考莫纪宏宪法、《立法法》和《监督法》文本中“备案”一
词的语义分析李晓兵试论国际条约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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