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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宪法理念与制度》内容简介：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十六
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对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全面部署。
然而，要实现建构“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与目标，需要在治国理念上进行深刻的变革，并在制度上
大力进行创建或改建，这肯定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的实施过程。
这其中，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开发宪法和宪政对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与功能，就具有了亟待重视
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著就此论题尝试作出尽可能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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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云生,北京市平谷区人。
1984年师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
法学博士。
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宪法学、法哲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
1991年1月—1993年3月先后在美国露易斯·克拉克西北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哈佛大学法
学院和荷兰鹿特丹伊斯拉模大学法学院从事进修和讲学等学术活动。
1997年9月—1998年2月在丹麦人权中心从事有关人权保护的专题研究。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法学会宪法研究会理事。
代表作有：《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译著)、《权利
相对论——权利与义务价值模式的建构》、《宪法监督司法化》、《宪法人类学——基于民族、种族
、文化集团的理论建构及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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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宪法合理性原则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宪法合理性原则的一般理论第二节 宪
法合理性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一、宪法规定了人的尊严二、宪法规定了基本人权或基本的自由与权利
三、宪法规定了“一般的自由”四、宪法规定了人的平等权利、地位、机会五、宪法规定了正义六、
宪法规定了博爱或团结七、宪法规定了人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个性的权利八、宪法规定了民主九、宪
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十、宪法规定了法治十一、宪法规定了公共福利十二、宪法规定了公共利益或社会
利益十三、宪法规定了国家责任第三节 本章小结第二章 宪政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障第一节 
宪政提供了人类社会和国家的深层结构第二节 宪政是建构清明政治的基本工具第三节 宪政是司法公
正的根本保障第四节 宪政是社会利益冲突的最佳调节器第五节 宪政是效率、民主、正义的最佳调整
体制第六节 宪政是立宪政治与常规政治整合的最佳机制第七节 宪政是公民人格塑造的最适宜的教育
机制第三章 中国宪法、宪政与建构和谐社会第一节 中国宪法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基础第二
节 中国完政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第四章 提高全社会的宪法、宪政观念第一节 建构和谐社
会注意力的转变第二节 借鉴有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传统宪法、宪政观念一、权力必须受宪法控制原则
二、有限政府原则三、法治原则四、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五、司法独立原则六、个人自由和权利的
保障原则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化保护原则第三节 培育有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新宪法、完政
观念一、新多元主义色彩的民主论和社会论二、社会选择的新功利主义三、宪政拓展的新干涉主义四
、民族、种族、文化集团的新团体主义五、环境、生态保护的新生态主义第五章 积极、稳妥地推进宪
政体制的改革第一节 整合社会结构第二节 建构多元的社会结构一、社会组织、团体的地位和作用二
、社团的管理、引导和指导三、加强、加快社团立法第三节 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成员构
成的科学调整二、实行“督察专员制度”三、实行“人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四、建立“反应与选择”
的机制第六章 建立独立的、公正的司法系统第七章 建立权威、高效和司法化的宪法监督体制第一节 
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概念及其当代发展态势一、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概念二、宪法监督司法化在当代的发
展态势第二节 宪法监督司法化的价值一、功利价值二、转移价值三、正义价值四、透明价值五、效力
价值六、亲民价值七、崇信价值第三节 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发展前景第四节 中国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构
想一、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反思二、中国宪法监督司法化制度的选择与构想三、在中国建立宪法监督
司法化制度的机遇与挑战后记主要参考资料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宪法理念与制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