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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宪法学的价值在于社会实践，丰富而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理论枝繁叶茂的土壤。
在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过程中，宪法学理论，特别是一些标志性的宪法判例或事例，对于一个国家价
值观的维护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国家，一个宪法性案件会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成为公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
带来制度的创新与变革。
比如，美国和德国的宪法学理论博大精深，主要原因之一是她们有生动活泼的宪法实践。
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逐条释义》被认为是研究美国宪法最权威的巨著。
该书虽然对所有的宪法条款和修正案条文进行了阐述，但其论述的中心，却在《美国宪法》第1－3条
，以及第1条、第4条、第5条、第6条、第8条、第14条修正案。
该书篇幅长达2006页，其中关于《宪法》第1条的论述有371页，关于《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论述
有242页，而关于《宪法》第7条、第3条、第26条修正案的论述只有1页，关于第2条、第17条、第19条
、第22条、第23条、第24条案修正案的论述只有2页。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在于“他们对各个条文的解释，但取以往适用经验中所获得的具体知识，而
不作空洞抽象的理论探讨。
”因此，美国宪法理论的繁荣和发达，与其具体的宪法实践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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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立法权是受宪法限制的国家权力为逻辑前提，围绕着立法不作为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应承担国家
责任这个命题，阐述了什么是立法不作为、如何判断立法不作为成立、当出现立法不作为时如何对其
进行控制以及立法不作为侵害公民基本权利时国家应承担何种责任以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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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立法不作为何以成为问题　　西方有位文化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关键词
汇，在这些词汇里沉淀着某些时代的信息，因而分析这些词汇的内涵及其脉络，对了解那个时代将会
有极大的帮助。
“立法不作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立法不作为”不仅
逐渐成为学术文献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概念，而且在一些国家成为违宪司法审查的对象。
那么，究竟什么是立法不作为？
其为何在当代被作为问题提出来而加以讨论，且在有些国家成为违宪司法审查的对象？
这些是本章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1.1立法不作为相关概念考察　　1.1.1法律与立法　　在英文当中，law通常用来指称两种规则：一
种是支配自然界的恒定不变的规则，即自然规律；另一种是支配人们行为的规则，即法律。
法律是如何产生的？
它是人们以审慎刻意的方式制定的，还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对这个问题西方学界存在两种认识路径：一种是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认识路径。
这种理论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认为人仅凭理性就能重构社会。
法律是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是人经过深入思考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至少它们的各种程度的完备形式
是人经过深入思考而设计出来的。
在历史上，社会契约论者和法律实证主义者都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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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立法不作为问题研究》作者一直关注立法不作为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
《立法不作为问题研究》是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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