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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权力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一方面它可能保障和促进个人和公民的自由，另一方面，国家权
力随时可能威胁个体的自由。
如何防范国家权力“恶”的维度，增进其“善”的可能，这是政治哲学、宪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共同
的永恒议题。
在现代社会，个人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主要依赖宪法来规范国家权力，划定其与个体自由的界限，充分
尊重个体的“自治”。
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最主要方法是透过国家权力各分支之分权和制衡来实现的，国家立法权、行政权
和司法权等诸权力既相互独立又适度分工和制约，中央与地方权力既统一行使又尊重地方自治，这是
保障个体自由的根本，也最终为国家权力尊重“消极自由”和促进“积极自由”提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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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宪法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自由之树常青，传统的宪法“个人”地位理论在2004年
《宪法》修改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宪法》后，运用宪法解释理论，可以发现个人在现行《宪法》中的位
置。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显然首先是指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
，而后才是公民。
人有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等之分，人的范围显然不仅仅限于公民而是远远大于公民。
这样，个人以“人权”的形式出现在宪法权利的保护框架范围内了，个人不仅仅是国家和集体的附庸
，不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义务主体，个人自身就有了主动性和主体性地位，个人权利从此有了宪法规
范保护的依据。
 （二）国家、集体、公民、个人内涵的规范理解 1.人权的多维理解：“类”人权；集体人权；个体人
权 人权所意指的人不仅仅限于公民。
人有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作为“类”的人是相对于宇宙其他万物而言的，如果从人类中
心主义的观点出发，作为“类”的人优于其他“类”物，其他如动物、植物、无机物等都是“次类”
。
这种观点正确或者合理与否，本书不予置评。
只是说明把人当做“类”所具有的意义是人作为“类”与其他主体相比较而言的，就人自身的权利而
言，把人当做“类”的意义不大。
因为所有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作为“类”的人制定或者认可的，人“类”在制定或者认可宪法规范时不
可能与人“类”自己为敌，也就是说，从“类”的角度制定出“恶”宪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有学者把
人权理解为作为“类”的人的意义也不大。
因为作为“类”的人的权利受到保护是不言自明的，人不可能制定宪法与作为“类”的人为敌或者使
作为“类”的人的利益受损。
 作为“类”的人的另一种含义是把人作为一个个群体看待，群体包括各种组织如国家、政党、法人、
集体等。
因此，有主张人权的主体包括上述主体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有道理。
但要看到抽象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法人、集体、政党等主体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个人的意志
是集体意志的源泉，集体是个人运用自己权利的结果。
当然，集体一旦产生后，在一定意义上有了不同于个人的意志。
但是，这种所谓的集体意志和利益是建立在个人同意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集体的利益与个人
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冲突的，则集体利益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这是在承认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要切记
的，不可以本末倒置。
有个别学者主张集体意志一旦形成后，个人只能服从集体的意志和利益，这样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处
于非常危险的境况了，而任何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最后只有与个人利益一致时才与“人权”的本来面貌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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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针对权力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范要求还有理论，更加明确了国民
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为提高人民的知识将规范权力编写出来
，使得人民都对这些有一定的知识界面不至于太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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