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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制宪权一般理论、修宪权的正当性、修宪权的性质与地位、修宪权的界限、修宪权的归属与
存在方式、修宪权的构成与修宪程序以及修宪权的回顾与反思的逻辑顺序展开，对修宪权的基本理论
和中国修宪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梳理。
本书可供法学研究者、学习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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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豆星星，汉族，1968年5月生，1999年6月毕业于湘潭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
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西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秉守“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理念，一方面在高校从事法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从事
法律实践业务和服务工作。
近年来，在《学习与探索》《江苏社会科学》《政治与法律》《现代法学》和《当代法学》等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1项、江西省人文社科课题1项；参与国家级课题1项
、省部级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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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美国立宪主义政治哲学与英国相比，美国不具有源远流长的优良政治传统，英国历史上延承下
来的诸如通过普通法对人权加以保护、通过国会对君主权力加以限制等做法，在美国人看来，更多的
是一种传来的经验，而不是一种扎根于自身的民族文化。
在这种不同于英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无法生成以传统来统合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立宪主义政治哲
学，自然也就不可能走类似于英国那样的改良主义宪政道路。
与法国相比，美国社会尽管也不乏充满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思想及制度，但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决定了
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不可能在美国取得类似于法国那样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也就决定了基于传统制度
与启蒙思想的巨大落差而生发出的、旨在消灭前者的大革命在美国没有什么现实的社会驱动力。
而这就昭示了作为大革命之政治理念基础的、以公意来统合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立宪主义政治哲学
无法在美国萌生。
事实上，美国走的是一条类似于古罗马帝国的政治哲学发展道路，即比较、选择、应用他国政治哲学
的实践主义发展道路，英国、法国乃至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在早期的美国那里得到了有机的融合，并最
终在制宪会议的熔炉里实现了对前者的结构性超越。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美国既没有绝对采取以杰斐逊为代表的亲法派的政治主张，也没有绝对采
取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亲英派的政治主张，而是做了一种无意识的政治妥协，前者所倡导的偏重个体
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后者所倡导的偏重整体主义的政治理论经过早期各殖民地的政治试验以及思想层面
的激烈交锋之后，最终凝聚成了以1787年宪法为载体的美国立宪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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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自2005年6月博士毕业以来，迄今已有四年。
在这四年间，无论是课题的申报，还是论文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围绕博士论文的选题进行。
如2007年教育部课题和2007年江西省课题。
所以，较之四年前的博士论文，本书对不少观点进行了修正，内容也有扩展与深化。
尽管如此，在本书付梓出版之时，我心里仍然是惴惴不安。
限于学识，论文中的观点和论证不一定周全、恰当；因为出一本法学方面的书难，出一本宪法学方面
的书更难。
在此，我要向所有关心与支持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与我的亲人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以及本人所取得的点滴成绩与进步，与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感谢在读博期间给予我极大关心与帮助的老师们。
他们是武汉大学的周叶中教授、汪习根教授、秦前红教授、陈晓枫教授、周佑勇教授、汪进元教授等
，浙江大学的胡建淼教授、孙笑侠教授、林来梵教授、章剑生教授等。
老师们的学问与品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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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修宪权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宪法良性化若干思考》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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