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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帝国建立之后，在国家法文献的令人惊异的迅猛发展中，众多全面的、系统性的著作纷纷问世
。
帝国法，尤其是重要的成员国的国家法得到了多样和详尽的论述。
人们或许会认为，公法学的发展早已终结，因为新的著作研究的只是细技末节的问题，或只在立法工
作有了新的进展时才能有新的论述。
然而，人们仅需概览系统性著作之外的专题著作就会发现，系统性著作的根基是何其薄弱。
人们在将来的研究中必须致力于建立这些难以确立的基础，但不必否定一切已经取得的成果。
如今，没有哪个法学的学科根基比公法学的根基更不确定了。
在一些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人们需要对基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些问题一般应由针对整个领域的系统性
研究解决。
因此，公法学的持续发展，在如今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针对具体问题的、富有成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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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利益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官员身份而是公务员身份。
这一请求权完全不取决于国家公务员担任的官职，并且也为那些仍未获得官职或者等待被授予官职的
人所拥有。
因此，存在一个要求承认通过聘用获取的作为国家公务员资格的请求权。
这个请求权受到公务员法的保护，法官的这种请求权甚至受到宪法规范的保护。
直接国家机关的请求权要求的是机关地位本身，而国家公务员的请求权内容仅为承认其获得国家机关
地位的高级的被动资格，因为这一资格与其他方面的一系列请求权相关联。
因此，国家公务员针对国家的法律请求权的内容是维持公职关系，而非要求官职。
牧师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一请求权的范本。
授予神职的仪式向牧师赋予了不可剥夺的被承认为牧师的请求权，而未赋予牧师要求指派任务的请求
权。
无官职的公务员在教会法上的对应物是没有审判权的牧师。
 与任何具体的国家机关地位一样，国家公务员关系改变了权利人的消极和积极地位。
如前所述，二者都在特定方面被扩展而在其他方面被限制。
此外，官员通过客观法的反射获得了更高级别的刑法保护。
毫无疑问，他们拥有要求级别和官衔的公法请求权。
针对国家经济上的请求权情形则较为特殊，人们在此种请求权的属性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一些权威学者将它们归人私法请求权的范畴。
此外，这些请求权在德意志帝国及其成员国由民事审判机关审理的实施也促进了这一观点的形成，[1]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这些请求权其实是公法请求权，因为这些请求权具有公法上的法律基础，它们主要服务于公法上的目
的。
出于国家利益制定的薪金等级制是确定官员对国家的薪金和退休金请求权的主要标准。
因此，它们都被恰当地称为按等级要求薪金的请求权。
[2]与之相反的观点虽然承认薪金请求权的公法属性，却将国家向官员支付的薪金理解为官员履行公务
的对待给付。
[3]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某些国家官员并未获得对待给付，然而他们的工作量和个人对工作的付
出却并不比获得薪金的官员少。
而另一方面，无官职的国家公务员通常也享有薪金请求权。
最后，薪金的确定并不取决于被履行公务的种类和数量。
人们不能认为州高等法院的法官承担的职务本身应获得比基层法院的法官承担的职务更多的对待给付
。
人们也不能认为一个行政机关的首脑为国家承担的职务比咨议人员承担的职务更重要。
在确定官员的薪金等级上，纯粹公法上的因素实际上发挥着远远大于对待给付观念的主导作用。
当然，私法因素在薪金的给付中也起到辅助作用，但根据已阐述的原则，必须依照主导因素认识事物
的整体属性。
 薪金请求权作为公法请求权仅受特殊公法规范的调整，这些规范是为这一请求权专门制定的，所以这
一请求权是特别请求权。
官员的其他针对国家的经济性请求权也具有公法属性，如搬迁费用、工作津贴、差旅费和职务津贴等
。
这些请求权也由特殊公法规范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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