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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隐私权研究》

前言

未列举基本权利保护的理论，是现代宪法学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命题。世界上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通常
以列举的方式，将基本权利的内容一一列举并规定于宪法文本之中。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基本权利
量的表述比较清楚，权利主体也容易掌握权利的内容与界限，但也给基本权利的开放性结构带来困难
。于是，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成为基本权利研究中无法回避又十分重要的一个命题。美国学
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制宪之初，其他国家在实践中也根据本国的宪法实践发展了这一理
论。但是在我国，如何保护未列举基本权利的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相关方面的研
究更是匮乏。屠振宇博士的学术专著《宪法隐私权研究——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理论论证》虽然不
是关于未列举基本权利理论方面的专门著述，但是他以隐私权这一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理论论证为切入
点，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学术命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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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隐私权研究》从隐私权在宪法领域展开的现象出发，层层深入地论证了“隐私权是一项基本权
利”这一命题。首先，隐私权的权利属性为宪法隐私权的确立奠定了权利基础。其次，从现实发展的
需要出发，解释了宪法隐私权何以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原因。第二，通过对基本权利认定标准
的探讨，阐明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学理依据。第四，通过捕述各国保护宪法隐私权的实践经验，表
明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保护的宪政价值。隐私权，是权利谱系中的新生力量。它在晚近获得侵权法上
承认之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宪法领域展开。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权利，宪法隐私权甚至在许
多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并未被明确列举。那么，凭什么认定宪法隐私权？隐私权又何以成为一一项基本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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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1 德国基本法对个人隐私的宪法保护德国法作为传统大陆法系相当重要的一支，其源远流长的历
史与社会人文，塑造出与美国法文化迥异的隐私权观念。使其对于隐私权的观念，就德国法而言，“
隐私权”并不是其法制中所接受之观念。国家至上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隐私权进入宪法
视野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是说隐私权的概念或相关利益在德国未受保护。经历了纳粹政权无视人
权、践踏人权的暴政，战后的德国痛定思痛，认识到“个人隐私之揭发：不但构成对人的尊严之侵犯
，亦妨碍人格之自由发展，故个人隐私权之保障，已为战后德国之宪法所确认”。①但是，与美国的
情况不同，在德国实证法律及法释义学的讨论中，“隐私权”用语并未被广为采纳。德国基本法也没
有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但是，基本法中的三个条款肯定地保护了隐私利益。第一个是基本
法第2条的一般人格权条款，第二个是基本法第10条对邮件和通讯隐私的保护条款，第三个是基本法
第13条对居所不可侵犯的保护条款。②其中，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对隐私利益的保护最为关键。基
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都有自由发展其个性的权利，但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触犯宪法秩序或
道德准则。”该条款是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人格尊严密切联系的。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
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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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虽然修改工作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但是本书与博士论文
原稿对照，其改动并不大。因为每每捧出论文，在字里行间斟酌，常常勾起我对博士生活的回忆。从
博士论文的选题、写作到最后完成，占据了我三分之二的博士生活，也造就了那一个个无眠无休的日
子。其间的烦恼与艰辛、喜悦与激动，或许只有写过博士论文的人才能体会。为了避免这种“未老先
衰”的举动，我不得不草草完成了对论文的修订。尽管这样一来难以弥补博士论文写作中的遗憾，但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尽可能地保持原汁原味是对那段日子最好的纪念，也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见
证。博士论文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更是倾注了恩师韩大元教授的大量心血。从
选题、开题、写作，到初稿、修改稿、第三次修改稿⋯⋯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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