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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尔·施米特研究文丛·市民法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卡尔·施米特理论的社会功能与现实影响》第
一章论述了法律建构理论的意图，阐述魏玛时期的法律实证主义与宪法建构理论，论述联邦德国宪法
理论的争论中宪法规划与一般法的关系，实证主义法律概念的内在矛盾的前提，以及在基本法解释中
作为实质宪法概念与法律实证主义之媒介的宪法理论基础，分析了作为法律建构理论之现实表现形式
的卡尔·施米特学派伪实证主义。第二章阐述卡尔·施米特法律建构过程理论中市民法安定性的重构
，主要论述法律理论的准备，在相互对立之自由法理论方案中法律实践的独立性，以及宪法理论的动
态因素与静态因素，市民主义的宪法决断与法西斯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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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二版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法律建构理论的意图
第一节 作为工业扩张之产物的形式法律的相对化
第二节 魏玛时期的法律实证主义与宪法建构性理论
——国家法在政治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立场选择
（一）宪法妥协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二）对自由法治国民主化作出相对立反应的法实证主义和社会实证主义
（三）宪法理论对革命制宪的评价中蕴含的事实性与实质法
第三节 联邦德国宪法理论的争论中宪法规划与一般法的关系
（一）实证主义法律概念之内在矛盾的前提讨论
（二）在基本法解释中作为实质完法概念与法律实证主义之媒介的宪法理论基础
（三）作为法律构建理论之现实表现形式的卡尔·施米特学派伪实证主义（福斯特霍夫）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法律建构过程理论中市民法安定性的重构
第一节 法律理论的准备
（一）基础法问题的延续性
（二）在相互对立之自由法理论方案中法律实践的独立性
（三）非确定性宪法规范的实证化所面临的抉择：司法机构的“去政治化”
（四）宪法理论的动态因素与静态因素
第二节 市民主义的宪法决断与法西斯体系
（一）存在主义决断论中的宪法规划与经济计划
（二）政策国家的宪法制定中特定群体权利的相对化：作为法律秩序的社会现实
（三）“双重国家”中法的确定性：矛盾性法律概念的政治运用
（四）“全权国家”中社会的去政治化
（五）伪革命权力的自主性与观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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