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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少年来，我的心一直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游走。
从走人法律殿堂之门那一刻开始，西方法学思想富有理性的巨大的冲击力和启蒙力让我无法自拔，无
法不被其震撼和激动，尤其是在目睹中国近代曲折的宪政法治之路的时候，更是无法不被其所吸引而
沉迷。
摒弃帝制和皇权，选择立宪和共和，逐渐地成为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国民们普遍的共识。
然而，如果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作为中国近代宪政发展的一个起点的话，到现在已经接
近一个世纪了。
如果将1954年宪法的通过作为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的话，则是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
在这近百年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宪政秩序的实现一直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魂牵梦绕的理想oO百年中
国的宪政历程，波澜壮阔，云卷云舒，异族的野蛮入侵，战乱和政局的动荡，还有那“四海翻腾云水
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和激情燃烧的岁月，宪政秩序的实现总像那远在西天的一片云，缥缈梦
幻，遥不可及！
毕竟日子要一天天地过去，画饼不可充饥，望梅岂能止渴！
每每此时，我的心底总会萦绕着这样的吟唱：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你？
那是2003年的冬天，经过了10多个小时枯燥单调的飞行，从北京到巴黎，到都柏林再到Galway。
这一路，我揣着不足100欧元的外币，一路走一路打听，最后安顿下来的时候发现只剩下几枚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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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时间恰逢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实施50周年，书中对法国当代宪法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
重新的梳理和认识。
从第四共和宪法实践出现的问题引出第五共和宪法修改的必要性，并对第五共和的宪政体制、宪法委
员会的制度设计及其合宪性审查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
　　读者对象：法学研究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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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兵，男，法学博士，1974年9月出生，河南省平顶山人。
2000年至今在南开大学任教，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至2007年
跟随许崇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参加中国一欧盟人权对话网络项目，并在爱尔兰国立大学
（Natioal University of Ireland，Galway）人权中心实习；参加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欧洲法项目，并在巴
黎一大（Universite Paris 1 Pantheon—Sorbonne）做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学、司法制度、人权法、欧洲法，主要学术兴趣为宪法基本理论、动态宪法研究
、比较宪法研究和人权的司法保障。
先后在《中国人权年刊》《宪法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当代法学》《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
东岳论丛》以及《理论与现代化》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在《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南方
周末》等报纸发表文章多篇，出版有专著《宪政体制下法院的角色》，参与撰写、编著学术著作多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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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艰难的历程——第四共和的宪法实践　一、法统的传承——从第三共和到第四共和　二、“朝
三暮四”——1946年宪法的制定过程　　（一）《四月宪法草案》　　（二）1946年10月27日宪法
（Constitutiondu27octobre1946）　三、险象环生——1946年宪法的实践第二章 光荣的重生——第五共
和宪法的诞生　一、宪法修改程序的修改——1958年6月3日的授权法　二、解读贝叶演说——1958年
宪法的指导思想　三、再造共和——1958年宪法的制定第三章 全新的政体——第五共和的宪政体制　
一、超级总统——富有特色的总统制　二、放弃议会主权——理性化的议会制度　三、频繁的修宪—
—1958年宪法修改　　（一）法国1958年宪法的历次修改及其主要内容　　（二）几次比较重要的宪
法修改过程及其评价第四章 “扳道工”抑或“大炮”——第五共和的宪法委员会　一、避重就轻的设
计——1958年制宪者的初衷　二、政治的装饰品——法国历史上的合宪性审查机构　　（一）宪法裁
判机构（Lejuryconstitutionnaire）——西耶斯的主张　　（二）元老院（LesSenatsconservateur）——共
和Ⅷ年宪法　　（三）参议院（LeS6nat）——1852年宪法　　（四）宪法委员会
（1ecomiteconstitutionnel）——1946年宪法第五章 面面俱到的设计——宪法委员会的权能　一、“扳
道工”——对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领域区分之审查　二、最有价值的权能——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审
查　三、裁断选举诉讼——对国家选举的监督　四、辅助性的安排——提供咨询意见第六章 “宪法团
”——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审查的依据　一、“宪法团”理论的提出　二、水到渠成——“宪法团”理
论的突破及其成效　　（一）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确认　　（二）确认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意义　三
、混合物抑或“箩筐”——“宪法团”的内容　　（一）1789年人权宣言　　（二）1946年宪法序言
　　（三）1958年宪法　　（四）具有宪法价值的原则和目标第七章 全方位的审查——宪法委员会合
宪性审查的范围　一、随意性审查——对普通法律的审查　　（一）宪法委员会对普通法律合宪性审
查不同类型的分析　　（二）法律生效后的合宪性审查问题　二、强制性审查——对组织法的审查　
　（一）对普通组织法的审查　　（二）对过渡时期组织法的审查　三、强化对议会的控制——对议
会议事规程的审查　　（一）对议会议事规程审查的必要性分析　　（二）宪法委员会对议会议事规
程审查的实践　四、公意优先——宪法委员会对公民投票立法的审查　　（一）宪法关于公民投票的
规定　　（二）宪法委员会对1962年10月28日公民投票的审查　五、剪不断，理还乱——宪法委员会
对国际条约的审查　　（一）《宪法》第54条的规定——条约的合宪性审查　　（二）《宪法》第55
条的规定——法律合乎条约性的审查第八章 里程碑——宪法委员会经典裁决解读　一、格式化的结构
——宪法委员会裁决的法律形式分析　二、里程碑——宪法委员会经典裁决及其解读　　（一）“全
民公决案”（Loir6f6rendaire，1962）　　（二）“结社自由案”（Liberted'association，1971）　　（
三）“自愿终止妊娠案”（Ⅰ）（IVGⅠ，1975）　　（四）“自愿终止妊娠案”（Ⅱ）（IVGⅡ
，2001）　　（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案（I）（MaastrichtⅠ，1992）　　（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案
（II）（MaastrichtⅡ，1992）　　（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案（III）（MaastrichtⅢ，1992）　　（八
）欧盟宪法条约案（TECE，2004）第九章 优雅的探戈——宪法委员会与第五共和宪政体制的变迁　
一、超越还是背离——回归对议会立法权的保障　二、从监督人到保护人——公民权利宪法保障的强
化　三、挟宪法以令诸侯——司法自制与能动的结合　四、法律秩序宪法化——促进新宪政主义的实
现　五、自助者天助之——跻身共和国重要机构行列附件一 1789年人权宣言附件二 1946年法国宪法序
言附件三 1958年法国宪法附件四 1958年法国宪法委员会组织条例附件五 2004年环境宪章参考文献　一
、中文参考书目　二、英文参考书目　三、法文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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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对欧盟法优先原则：9.鉴于，首先，《欧盟宪法条约》的诸多条款，特别是那些关于其生效和修
改的条款，以及缔约国可以退出的条款，要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这表明，通过缔约国签署的建
立欧共体和欧盟条约具有国际条约的本质；10.鉴于，新条约的名称并不能宣告其具有合宪性；事实上
，特别是其第1－5条是关于欧盟与其成员国关系的，而且，条约的名称并没有对于法国宪法的存在及
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产生任何影响；11.鉴于，其次，根据宪法第88－1条的规定“共和国
参加欧洲共同体和欧盟。
欧洲共同体和欧盟由国家自由加入，并依据创立条约自愿而共同地行使其权力”；制宪者是要确认一
个共同体法律体系的存在，并将其引入到国内法律体系之中，同时又与国际法律体系相区别；12.鉴于
，条约第1－1条规定：“遵循欧洲国家及其人民建设未来的意愿，本宪法建立欧盟，各个国家为达到
共同的目标而进行授权。
欧盟协调各成员国的政策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并在各成员国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
”根据第1－5条的规定，欧盟应当尊重各成员国“基于其政治与宪法的根本结构”而具有的本国特征
；根据第1－6条的规定，“欧盟机构行使其成员国所授予的权力而通过的宪法和法律优先于各成员国
的法律”；这意味着对于条约的一个附带的宣告，即此条款并没赋予优先原则一个比先前所谓的更宽
泛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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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本书的主题固然是法国的宪法实践，其实却是基于本人过去十几年对于中国宪法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本书中的一些问题的提出或提炼就是对诸多宪法问题的比较和梳理。
法学研究固然要立足本国，但是借鉴和比较总是难免的。
一个国家宪法制度的成长需要内在的推动力量，但是外来的压力和貌似异端思想的输入也会带来制度
成长的动力和新鲜刺激。
人对外部世界理解得越多，对于自身的认识就会越深刻；人对自身的认识越深刻，对于外部世界的理
解就会越客观。
从自己出发，向外再向外，最后回到自己，反求诸己，周而复始，这就是认识发展的轨迹。
中国人的心中曾经一直有自恃为世界中心的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是妄自尊大，而是源于对自
己文明力量的认同和自信！
从古至今，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我们会发现中国文明始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使我们相信其在
未来必然会具有和现代文明接轨并放射出耀眼光芒的能力。
原来我也曾经认为，中国不肯大胆地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尝试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自信
、不从容的体现。
而今，我不再这样看，相反，我觉得中国能够坚定地走自己的社会发展之路，不摇摆不怀疑！
这正是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开始走向成熟、中国重新走向自强自信的象征！
今天，中国的民主法治化之路是在对外充分开放和交流过程中逐渐展开的，这种不可逆的发展道路已
经基本上排除了回归到原来的封闭政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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