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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未列举权利比较研究》主要内容简介：宪法是保障人权之根本法，这是宪法最高性之实质根据
。然而，人权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人权类目出现。各国宪法的人权宣言，通常只
就制宪当时最重要且最可能受到国家权力侵害的人权加以规定，而不可能包罗所有人权。未经宪法列
举的权利是否是一种宪法权利，其宪法规范如何表达，此种权利何以认定，由谁来认定，以及怎样获
得宪法保障，等等，这些问题均是宪法学上的重要课题。
《宪法未列举权利比较研究》(张薇薇编写)是关注上述宪法学课题的学术著作，亦是国内学人对这一
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部宪法学专著。基于域外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宪法未列举权利比较研究》以
“宪法未列举权利”为题展开研究，既一般性地阐释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理论问题，又对美国、日本
、台湾地区的相关宪法学理和司法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直入中国语境加以讨论。《宪法未
列举权利比较研究》对于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的历史沿革、规范意涵与司法
适用的解读，以及对于我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宪法学界具有开拓性的学理意义
与实践价值，对于中国人权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诚有添砖加瓦之功，乃至以为其一定程度地补足了中国
宪法学的理论缺漏也属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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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柯克司法独立于国会权力的理念体现于Dr.Bonham’s case。该案原告医学博士Dr.Bonham对
伦敦医师行会的主席和检查员们提起一项违法监禁的诉讼。被告伦敦医师行会的主席和检查员行使管
制医务活动的权力来自亨利八世，并且此特许状也是经国会法案特许的。柯克在附论中讲到，“普通
法得审查国会的法案，有时可以裁决其完全无效：因为，当国会的一项法案违背普遍的权利和理性，
或者自相矛盾，或者不可能实施的时候，普通法将对其予以审查并裁定该法案无效。”在柯克看来，
具有普遍理性的普通法具有至高权威，国会法案需要接受普通法的检验。基于普通法的理性昭示，柯
克认为，检查员不能同时充当法官、执行者和当事人。不论国会是否授予医师行会监禁原告的权力，
医师行会都不具有监禁其监管成员的权力。[2]该案最后以原告获胜结束。柯克因该案“被普遍认为是
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司法审查的理论”的人。[3]Dr.Bonham’s case不仅表明了柯克司法独立的理念，而
且该案还蕴涵着柯克不成文基本法的哲学。在该案中，代表理性的普通法成为解释国会颁行法案的准
则，而作为该案司法部门的高等民事法院的大法官有权宣布违反普通法的国会制定法无效。实际上，
此处的普通法即是作为“高级法”的自然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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