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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内容概要

《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是在规制与运作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因此，《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学理论中便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规制与运作两个基本概念，遗憾的是这两个概念在以往的《宪法运作的
实证分析》学体系中却被遗弃了。笔者正是本着拾遗补缺的主观信念，选择《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规范的规制与运作两个命题，对其作了理性和实证相结合的探索，侧重点在《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的实证论方面。说理性分析是因为作者试图构架一个在作者看来是深层次的《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学理论，此理论放弃了以往《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教科书中关于《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规范的割
裂性研究及与棋子一样的排列模式。从传统《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学体系中，人们所看到的仅是《
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条文依数目大小进行的排列过程，条文及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能通过此
种排列反映出来。

Page 2



《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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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3-5页一、自然人的自然定在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学者 影响巨
大的论点，该论点就是人是政治动物。①后世的学者在 研究人的问题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
一思想的影响。 甚至在一些研究人的自然状态的学说里，也不得不陷于人的群 居状况，甚或政治属
性的泥坑里去。就连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说 体系的鼻祖洛克也难以例外。其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
无 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 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
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 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这也是一种平等的 状态，在
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 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
等的人们既无 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I司 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
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除非 他们全体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一人
之上，并以明确的委任赋予他以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① 显然，洛克对自然状态的这一描述若
从深层观察所指的并不是 自然人或人的自然状态，而是社会人或人的社会状态，甚至可 以说是一种
政治状态。因为，洛克是基于下述二点来谈人的自 然状态的，一是基于权力，如洛克指出的一切权力
和管辖权都 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而权力概念只有 在相互对应的社会状态之
下才是可以论之的，如果没有相对应 着的关系，权力的概念便无从分析，②相互对应的关系状态无 
疑是一种社会状态。二是基于意志的自由，如洛克认为决定他 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
无须得到其他任何人的 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人的意志 是自由的、不
受任何其他局外人约束的。而意志的自由也是相 对于其他人而言的，且洛克讲得很明确，这种意志自
由不是对   自然物的意志自由，而是不受其他同类干涉的自由。此二点足   以证明这一关于著名的自然
状态的论断其实是社会状态的论   断。    以往的宪法研究者们在研究宪法要素构成时，尤其研究宪   法
本体时,都或浅或深地受到了人是政治动物的观点，或人是   社会动物①观点的影响。都从人的社会属
性的立场出发解释   宪法中的人，解释宪法与人的关系。此种解释方法割断了社会   人和自然人的联系
，割断了人的社会状态和人的自然状态的联   系。笔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比较分析，发现无论何种类
型的宪   法其最初、最基本的本体是自然人，由于人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尤其在宪法规范的规定中是
以社会人的姿态出现的而掩盖   了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面，这也正是笔者将自然人作为宪法的一   种单独
本体进行系统研究的一个理由。本书所指的宪法中的自   然人本体，其中的自然人既不是民法学中讲
的自然人，也不是   大多数学者所认识的人的一种自然状态。而是指人作为自然界   的组成部分所具有
的自然属性，而且是与自然界割断了、与社   会属性割断了的一种人的本性。作为宪法本体的自然人
是大自   然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在诸多方面与大自然的其他存在物有广   泛的共性，如有生命的周期，
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而生   存，受制于大自然大环境的制约等等。“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   种心
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

Page 5



《宪法运作的实证分析》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选择宪法规范的规制与动作两个命题，对其作了理性和实证相结合的探索，侧重点在宪法的
实证论方面。从大量的微观宪法现象中，推论出宪法规制与动作的一般理论。本书4篇21章，提出了宪
法规制与运作的四大概念，即本体、实在、行为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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