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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札记》

内容概要

宪法是一部什么？它是囊括一切、无所不包的总章程，或是有着特定调整对象的专门法学？《宪法学
札记》将为你解释你的疑惑。本书以宪法学基础理论入手，分析宪法所秉持的核心理念与制度框架。
本书所收文章，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有的未曾发表。但是文章所阐述的文章都是热点问题，值得我
们仔细阅读。本书共收入了《关于宪法定位的反思》、《论人大常委会对党组织的宪法监督》、《关
于实现普选制民主的渐进性》、《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几种基本方式》、《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几个
问题》、《公民能否成为违宪主体辨析》、《质疑“高薪养廉”》等十四篇文章，都是针对宪法的问
题进行分析，以国家的下发的文件为依据，深刻探讨宪法所涉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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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宪法定位的反思论人大常委会对党组织的宪法监督关于实现普选制民主的渐进性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几种基本方式人大监督对象不应限于同级“一府两院”我国的违宪审查体制与完善途径宪法保
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冷思考应该恢复我国公民“罢工自由”的宪法权利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几个问题公
民能否成为违宪主体辨析我国应制订专门的公益征收征用法强化监督机制是司法改革的首要课题质疑
“高薪养廉”防止和克服审判和执行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两点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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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六、中国——寻找实现普选制民主的中间形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又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
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十届人大二
次会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载入宪法，这是此次宪法修订的亮点之一
。政治文明的实质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从中
国国情出发，在邓小平同志主导下，我国的，改革之旅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并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集中力量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个选择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国家经济取得相当发展之后，在经
济体制改革基本成型之后，适当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是消除社会深层次矛盾，整个社会协调发展
的需要。党的十六大和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之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明显加快了步伐。    实现普选制民
主应该不应该设定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该排除两种不恰当的观点
。一种是“民主幼稚病”。    “民主幼稚病”又可分为两点：第一点是认为民主特别是普选制民主是
治疗社会一切病症的灵丹妙药，有了民主，一切就好了。从民主权利体现人民选择自由这一侧面出发
，民主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一种实体权利，但就基本点来说，民主只是一种选择的程序，它并不体现
为实体正义本身。民主并不等于必然实现社会公正。所以我们常说，民主并不等于不犯错误，只是可
以少犯错误，比较容易改正错误。    第二点是“民主急躁病”。有的同志认为发展民主可以不讲条件
，或者低估民主进程可能出现的问题，总想“毕其功于一役”。一步实现普选制民主。世界各国民主
进程都反复证明，民主制度，特别是普选制民主，是以社会民主化为基础，它包括人民的民主素质、
民主经验和社会民主规则的逐步成熟。没有社会民主作为基础，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沙上垒塔，无法持
久，不但如此，还可能使社会失去秩序。这种无秩序的社会混乱，比集权制度下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给
人们带来的痛苦更大。中国近代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军阀混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不下于满清集权统
治。我国有一句民谣，“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民”。乱世之民的日子比太平时代的狗都悲惨，不是
夸张之辞。笔者20余年前读鲁迅杂文，他多处引用“人腊”这个典故，至今思之戚然。乱世之际，哪
有什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    另一种观点是从根本上不认可普选制民主。这种观点也是不恰当的。
我们应当承认普选制民主扩大了民主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向下层民众开放，是社会公正
和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好保障方式。普选制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应该为我们借鉴、吸收。在
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在中国稳
定是压倒一切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循序渐进；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2]从公开资料来看，邓小平同志是党内高层第一个公开肯定普选制的政治家，他指出：“大陆在下
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3]    我们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循序渐进地推进
普选制民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是要发现、培育实现普选制民主的中间形式。在
这个方面，党和国家已经创造了许多经验，将来还会创造更多的经验。笔者归纳这些经验，并提出自
己的一些粗浅看法，表述于后。    之一，发展党内民主，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闪耀历史辩证法的具有创新思维的重要思
想。过去我们讲民主政治建设，往往集中于国家政权民主化，而相对忽视了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制度建
设。这不能不说是认识卜的一个很大误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生活
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形象地讲，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社会生
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的制约作用。难以想象，一个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地
位的党本身缺乏民主，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反而是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用党
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切人点。    应该承认，
我们党现行领导体制、党和国家的基本关系的政治制度，虽然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在内，但从根
本体制上讲是向前苏联学习而来的。前苏联这种领导体制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
格斯创建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是在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欧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基本的
民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反对夸大领袖个人的作用，看重工人阶级整体阶级意识的觉醒，因
此，西欧这些早期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组织原则是以民主制为基础。    列宁是在沙俄封建专制的条件下
领导工人阶级运动。沙俄政权对革命者实行监禁、流放、屠杀等血腥镇压，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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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活动，处于“地下”，缺乏实行民主制的基本社会条件。同时，列宁也认为在普通工人、农民
缺乏阶级自觉意识的情况下，领袖人物以严密组织为手段的领导作用对于革命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列宁提出了著名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学说，他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
导的，政党又是以几个、十几个领袖人物为核心的。为了对沙俄政权展开有效斗争，在列宁领导下，
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由民主制转向集中制。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面临国内武装叛乱和帝国
主义联合武装干涉的严峻局面，列宁进一步强化了党内集中制，党对国家生活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
由此可见，集中制是在非正常状态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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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本书所收文章，有的已在刊物发表，有的未曾发表。已发表的文章此次收入本书时，《论人大常
委会对党组织的宪法监督》一文只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冷思考》一文恢
复了发表时删节部分，其他文章则有较多修改。    《论人大常委会对党组织的宪法监督》一文是作者
和曾恒同志共同写作，《我国应制订专门的公益征收征用法》一文所建议的“超值补偿”是吸收郑传
坤同志的观点，《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冷思考》一文也吸收了陆幸福同志的意见。特此说明并
致谢意。    衷心感谢重庆出版社陈兴芜总编、周显军主任、吴立平主任，没有她(他)们的大力帮助，
本书难以如此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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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提倡“以法治国”，然而当代国民的法制观念还很淡薄，国家的法律法规也
还不健全。《宪法学札记》从国家大法——宪法的角度来对宪法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将会使广大
的读者能更明确法制观念，也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准备考研的人
士以及法学教研人员和法律工作者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年鉴由图书馆资料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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