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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念”一词源自古希腊人对“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的高度概括，对应于英文中的“an idea”
、“a concept”和“a notion”三个概念，但基本上囿于哲学和心理学之范畴而难以成为法学的研究对
象。
晚清以降，中国先后迎来了法治近代化与现代化之浪潮，法作为一种整体的表象进入国人视野。
经过艰难的转型，中国社会的法治要素不断得以补充，乃至今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大好
局面。
若从学术观之，一个重要的成就当属“法的观念”之完全确立。
　　难能可贵的是，我指导的博士后李占荣副教授选择了客观的立场，较少地受意识形态掣肘，系统
地研究了宪法的若干重要观念：宪法的世界观、宪法的民族观、宪法的主权观、宪法的人权观、宪法
的经济观等，甚至还涉及到了宪法的政党观。
从宪法的法理角度审视，他提出的这些范畴都属于宪法的根本理论问题，有些问题也是宪法实践和我
国政治生活中的难题。
他在第一章中将当今世界各国宪法的世界观概括为“唯我世界观”、“容他世界观”，在论证了这两
种世界观的局限性之后，提出并论证了宪法应然的世界观是“整体世界观”而非前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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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占荣，男，1967年生。
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士学位。
199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3年毕业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出站。
主要从事法理学，宪法基础理论和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多年来致力于依托宪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的基础理论开展法理学研究，在国内首创了“民族经济法”
研究领域并系统阐释了其基本法理。
首创了“宪法的民族观”这一法学范畴，提出和论证了“中华民族”人宪的学术观点，引起了较大的
和良好的学术反响。
多年来共发表法学专业论文52篇，其中在《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
政法论坛》、《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家一级刊物发表论文11篇。
著有《社会经济的法律规制》、《民族经济法研究》和《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反思整合与发展》等
著作。
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
主持和参与长三角招标、浙江省社科规划、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司法部、浙江省社科联重点招标等
项目近10项。
多次获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和浙江省社科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现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人才。
主要学术兼职有南京大学中国经济法研究所特聘教授，浙江省法理学法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
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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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国宪法》序言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中最长的，是迄今为止坚持容他世界观最为
完美的宪法文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规定了“日本国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合作。
序言第一段指出：“日本国民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中的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
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
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第二，它揭示了“、日本国民”对“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持久的和平”的认识与
渴望，并且确认了“全世界人民”平等的和平生存权，说明日本宪法具有宽广的宏观视野。
序言第二段指出：“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
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
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
位。
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
”第三，确认了日本国与他国相互关系中的责任——兼顾他国。
序言第三段指出：“我们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得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政治道德的法则是普遍的法则
，遵守这一法则是维持本国主权并欲同他国建立对等关系的各国的责任。
”　　日本宪法容他世界观的根本宪法保证在于其第二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日本国永远放弃战争。
该章只有第九条一个宪法条文，却确立了日本宪法作为全世界唯一一部称得上“和平宪法”的崇高地
位。
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
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第二款规定：“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同时，它还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宪法义务。
该宪法在第九十八条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
”这充分表明日本宪法的和平性。
实际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
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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