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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书名为《宪法权利解读》，无疑是继2007年出版的《宪法原理解读》一书后我对宪法学问题进一
步探讨的记录。
所不同的是这本书重点探讨的是宪法权利，虽然其中也包括许多宪法原理性的东西，因为宪法权利本
身就有很强的理论性，宪法原理和宪法权利并非是割裂的，而是相通的。
之所以命名为“宪法权利”，是因为本书探讨的是宪法上规定的权利。
虽然各国宪法文本上的权利是不完全相同的，但也不是完全不相同的。
有一些权利总是被各国宪法所肯定，还有一些权利被写入了多数或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而它们正是本
书的研究对象。
当然，本书没有涉及的权利（如人格尊严）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它们是宪法权利，而很可能是因为我
对它们的研究还没有找到灵感，或者由于能力、精力所限而无法顾及。
“宪法权利”不等于“权利”，“权利”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法律上的权利也包括道德上的权
利，等等，宪法权利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宪法权利”与“人权”、“公民权”也不应混淆，它
们之间的关系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中有一定的阐述；“宪法权利”与“法
律权利”既有联系也有差异，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第二章“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中有较为详细的
论证。
与“宪法权利”的内涵最接近的应是“基本权利”，如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就使用了“基本权利”这
一概念（我国宪法第二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可以说在我国宪法文本上，“宪法权利”
就是“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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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书名为《完法权利解读》，无疑是继2007年出版的《宪法原理解读》一书后作者对宪法学问题进
一步探讨的记录。
所不同的是这本书重点探讨的是宪法权利，虽然其中也包括许多宪法原理性的东西，因为宪法权利本
身就有很强的理论性，宪法原理和宪法权利并非是割裂的，而是相通的。
     书中包括了：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劳动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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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集体中的个人所拥有的人权也不完全等同于集体中的个人作为其成员的权利，前者无疑是更基础的权
利，有更高的地位，是真正的“人”权。
这些权利是因其“人”的身份、而不是因其集体成员的身份而享有的，或者说一个人并不因加入了某
一集体而丧失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妇女、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中所确认的权利，是这类人中人人都享有的权利，它实
际上属于个人权利范畴，而非集体（公有）权利”，“是同类人群中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②而集体中的个人作为其成员的权利只是作为一团体内的成员在该团体内所享有的权利，如在团体
内的发言权、建议权、表决权、参与活动权等，这些权利与基本人权相比无疑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即使同是发言权，作为某集体成员而享有的发言权与作为人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仍有不同，作为公民
权利的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其言论可以针对任何人、任何事；但作为某一
团体内成员权利的发言权、表决权等，只受相关法律和社团章程的保护，其言论一般只针对本集体内
部的事物。
如果团体成员在团体内发表有关对国家、社会事务而与本团体无关的看法，这一权利的性质是他作为
公民而行使的言论自由权，只是权利行使的地点在团体内，而这并不能使权利的性质发生变化，这种
由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可以在团体内行使，也可以在团体外行使。
而作为团体成员的发言权一般是对本团体的活动、组织等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这种针对团体的发言权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是一种法律权利，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是属概念与
种概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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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果说宪法学像崇山峻岭，那么宪法权利无疑是这一庞大山脉中重要的一支。
我最初进山是被山中的新鲜空气和满目葱绿所吸引，初来乍到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愉悦，挺拔而沉
默的高山让我感受到崇高，纯净而安详的湖水令我体验到神圣，⋯⋯但我不喜欢完全中规中矩地行走
，那些宽阔平坦的大路，两旁的鲜花灌木，修整过的草坪，成排成行的树木，都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
奇心；那些声名远扬的亭台楼阁处、小桥流水前拥挤着众多的慕名观光者，对此我总是匆匆而过，不
由自主地躲着那份喧嚣与热闹。
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拐到岔道上去，在一些蜿蜒的小路上独自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东走走、西看看
，一会抱抱这棵树、一会闻闻那朵花，这里摸摸、那里瞧瞧，信步漫游，开心快乐。
不知不觉中，我在往山的深处走，才发现山之高、峰之险，远出乎我的预料。
经常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站在原地，静静地等待大雾散去，而雾散之后，有时发现自己
站在悬崖边，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我摸索着继续前行，路越来越难走，崎岖不平，最后完全消失在丛林中。
真是步履维艰，每踩一步都小心翼翼，反复掂量，惴惴不安，同时又充满新奇、惊异与悬念。
山深林密，我孤零零地四处张望，惶恐、寂寞、无助，周围一片沉静。
山峰高耸入云，沼泽无边无际，山花烂漫固然令人心旷神怡，但百丈悬崖也足以令人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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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权利解读》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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