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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分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和权利各论三大部分：在基础
理论部分，关于中西方权利理念的擅变与分野、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及其导向功能，以及基本权利的
限制方式、合宪基准及其整合，基本权利的生成逻辑、判断基准和多视角的分类等；在基本原则部分
，人性尊严、平等保护、正当程序等，另增加了权利救济的司法主治原则；在权利各论部分，分解单
个基本权利的构成要素、个别限制的特殊方式及其合宪性等。
通过比较分析和法释义学解读等方法，探究了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价值基础和功能；同时，对中国
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文及其与部门法的关系进行了解读，也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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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平等保护原则在中国的问题 （一）法律面前平等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自古就有“王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观念。
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平等观；
墨家也认为“赏当贤罚当暴”，而且“不党父兄，不偏富贵”。
到了近代社会，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
他在解释民权主义时指出：“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
”他更明确指出：“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权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
会、信教之自由等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章公理”。
同时，他还主张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分别在第3条、第85条、第86条等具体规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而且还专条规定了公民的
选举权“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
一律平等地享有。
1954 年《宪法》经1975年和1978年两次修改之后，删去了“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
现行《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相应规定，并将“法律上的平等”改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然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平等原则一直仅仅是一个法律适用的原则。
至于立法机关和政策制定机关是否受平等原则的约束？
如果一项法规政策违背了平等原则应如何处理？
等等这些问题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
 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专著和教材无一例外地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释为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
且还进一步强调，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法律不体现少数敌对分子的意志和利益，所以
在立法上不能讲平等。
这一方面是因为囿于宪法的明确规定，从字面上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政策
导向使然。
由于平等原则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在理论上未能达成共识，在法律实践中也未能确立，所以，我国宪
法中以平等权为核心和支柱的人权保障性条款难以具体逐一落实。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在招工、招干和招生等工作中出现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疾病歧视和出生地歧
视等现象时有发生，并且还得不到妥善解决。
个中原因不必细说，但是各地方和各部门的相关法规政策带有歧视条款当属其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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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编辑推荐：权利限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划定公
民权利的界限，另一方面是锁定国家权力的范围；表面上是维护公共利益，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障
公民权利。
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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