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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宪法监督、宪法保障、违宪审查自始至今都是宪法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学者和学子们为此出版的专著可能不止十部，而发表有关的文章、专论的数量，恐怕不下上千篇。
从一个方面讲，这是一个极具学术魅力的研究项目，所以能吸引研究者纷至沓来，绵绵不断地呼唤着
几代宪法学人费心尽力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从另一方面讲，这又是一个极具难度的研究项目。
说它难，难在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宪法现象，关涉到立宪原理和宪政实践，而这种立宪原理和宪政实
践又因国别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现实国情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的发
展态势，文雅一点地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粗俗一点地说，即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罢了
。
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历程、角度和某一个或一些侧面进行研究，最终的结果可能获得全方位的研究效
果，从纯科学的意义上说，这正是任何科学研究领域都期待得到的最佳效果。
当代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之类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兴盛和硕果累累，而且这方面的宪政实践又是如此丰
富和蔚然成风，都与它的学术魅力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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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宪法集中了社会和国家统治者的最高意志，代表了社会和国家统治者或管理者的最高利益的思想
或观念，以及相关的“人民主权”等理论，在学术上是存在重大争议的。
法国著名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狄骥就对国家意志或人民主权的观点和理论持激烈的
批判态度，他认为社会和国家根本不存在抽象的、空洞的“意志”或“主权”，有的只能是作为群体
社会里的各个人之间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和事实，而结成的彼此间不可分离的“社会连带关系”。
他主张国家的法律只可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而设立行为规范，因而人们只可做那些
有利于“社会连带关系”的事情，而不能做任何有损于这种关系的事情。
即使社会和国家恰巧有机会掌权的人，也要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力量来确保完成某些出于维护全体利益
的服务。
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就因此负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义务。
所谓消极的义务，是指他们不能做任何可能阻碍个人活动的自由进行的事情，只要这种活动与社会的
相互依赖是和谐一致的；而所谓积极的义务，则是指他们必须介入那些有利于实现社会连带的个人活
动的保护和保障。
狄骥否定的只是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超现实的、空洞的、抽象的“意志”和“利益”，而强烈主张和
竭力肯定的是现实中的、真实的、具体的各个人的“意志”和“利益”。
在他看来，这种“意志”和“利益”之所以真实，是由于是以他所谓的社会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为基础
而确定的，而不管这种相互依赖性是由于相似性，还是由于劳动分工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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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特表深切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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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笔者进行沟通和联络，诚心与尽力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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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承接了此书的出版，策划编辑马洪立和责任编辑李洪波为此书的出版更是尽了
最大的努力。
对此深表敬意和谢意。
书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识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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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违宪审查的原理与体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研基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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