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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2004年完成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对英国这样一个不成文宪法国家来说，议会主权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
之母”，研究英国宪法显然对我们了解外国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本书主要从宪政史的角度研究英国议会的发展历程和议会主权原则的成因，并通过分析英国议会的发
展规律，为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国议会主权原则进行考察：主权概念的一般理论和议会主权的含义；中世纪
到近现代英国议会政治的演变；议会主权与政党政治；20世纪以来议会主权受到的挑战以及议会主权
下的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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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焱，女，1971年4月出生，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未成年人权益部部长。
研究方向：外国法律制度史、西方法律思想史、诊所式法律教育、外国宪法及儿童权利的宪法保护等
。
曾出访英国、美国、南非、泰国、日本、韩国、匈牙利、波兰等十余国，2005-2006年度美国公益法研
究所（Public Interest Law Institute）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已出版的著作有：《法律制度与法律渊源》（译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公益诉讼的理
念与实践》（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曾在国内法学类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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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森林收归国王所有，国王在留下1/7作为王室领地外，其余的土地都分封给了总佃户。
根据1086年土地赋役调查书的记载，当时英国计有总佃户1400人，其中大贵族约为180人，在大贵族中
又以12个教会封建主和20个世俗封建主最为富有，其地租收入相当于全国地租收入的40%。
①其中总佃户除留下部分封土直接经营外，其余的再分封给自己的封臣，这样经过层层封受，形成了
封建土地占有制度。
和其他大陆封建国家的不同在于，征服者威廉一开始就试图做到"我的封臣的封臣也是我的封臣"
，1086年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宣誓会，使英国的大多数封建领主都宣誓永远效忠于威廉，因此
从盎格鲁诺曼时期一开始，英王就试图建立强有力的王权，这种相对强大的王权对英国政治法律制度
的影响则无须赘言——统一的司法制度由此建立，并因而形成独特的普通法，封建割据相对大陆国家
而言不太严重，王国的行政管理也较大陆国家更有效率等。
　　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关系虽不平等，但是彼此也享有一定的权利，相互之间也有应尽的义务。
对封君来说，其义务是保护封臣的领地不受侵犯，承认并维护他们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力；对封臣来
说，其义务包括跟随封君出战，在封君的长子晋封骑士、长女出嫁或封君本人作战被俘时，向封君献
纳协助金以及出席封君的法庭并向封君提供法律建议等。
在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出席封君法庭的义务：封建主从国王那里获得了领地的同时，也就获得了
在自己的领地内开设法庭的特权，由于日耳曼法中大量以罚金代替惩罚，因此法庭罚金成为封君收人
的重要来源，法庭采取集体判决的习惯法诉讼形式，因而对封臣来说，出席封君法庭、保证法庭的正
常开庭也就成为封臣的义务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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