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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宪政是时代的强音,且为世界各国所追求。然宪政实现之前提

在于一部良好的宪法,故而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是实现宪政之关

键。而宪法监督则是保障宪法实施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一种。于

是,本文从法哲学的视角对宪法监督价值做系统的考量与把握,从

而揭示宪法监督在宪政建设中的价值目标与追求。

    全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共设七章,其中第一章主要从宪法监

督的概念入手,着重考察了宪法监督价值的内涵、特征与主要内

容。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经济基础——市场经

济;法律基础——宪法至上;文化基础——宪政文化;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第三章主要从正义基本理论入手,探讨了宪法监督

通过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维护“良法”、摒弃“恶法”以及及时救

济权利从而彰显宪法监督的最高价值目标——正义。第四章主要从

人权与秩序的基本理论入手,探讨了通过矫正多数暴力行为,保障

少数人的权益、维护公民既定的宪法权益、阐释宪法对公民基本权

利规定以及纠正政府的侵权行为而彰显宪法监督的人权价值。通过

将政府权力的行使限制在宪法规制的范围内、将公民权利的行使控

制在宪法设定的框架里以及将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维持在良性互

动状态中,从而彰显宪法监督的秩序价值。第五章主要从自由与平

等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宪法监督通过维护和保障自由、创制与

扩展自由、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统一而体现宪法监督的自由

价值。通过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确认差别原则



使平等从形式不平等走向实质平等以及权利救济维护人人的平等权

而彰显宪法监督的平等价值。第六章主要从法治的基本理论入手,

通过确立宪法的至上原则,维护宪法权威、将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

审查结合,从而使法治从形式走向实质,从使“法制”转向“法

治”而彰显宪法监督的法治价值。第七章主要分析宪法监督诸价值

的冲突的表现及其原因,并着重分析了宪法监督自由与平等价值、

人权与秩序价值、法治与秩序价值协调。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正

义与其它宪法监督诸价值的关系,指出宪法监督诸价值协调的最终

目的就是实现正义。最后,在结束语中,提出了完善中国宪法监督

制度,促进宪法监督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宪法宪政宪法监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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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宪法存在于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然中国宪政之建设尚待完

成。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境况,不独取决于

法律制度,更在于政制架构、程序公正、公民素养、权力观念与文

化传统。宪法监督之于宪法,犹如“阿基里斯之踵”,①无宪法监

督则宪法的实现将失去强有力的保障。众所周知,宪法监督衍生于

西方法律文化,故而,百余年来,虽宪政之典渐盛于中国,然而对

宪法监督规则之考量与理念之把握,终因谈而无根,不能深入其精

髓,对宪法监督的价值亦不能成就系统理论。而中国今日宪政理论

与实践的发展,正处于亘古未有的局势中,如无系统的宪法监督价

值理论,则不能理解宪法监督的深远意义,更不利于中国宪政之建

设。故笔者以“宪法监督价值论”为题,其目的有二:一是将宪法

监督价值理论系统化。中国宪政百余年,可谓历经沧桑,久经磨

难,然而真正对宪政的研究却始于1982年宪法之后,尤其是对宪

法监督的探讨则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但我国学者对宪法监督的探

讨注重的往往是其内涵、特征、意义、历史渊源、模式分析或对西

方宪法监督体制的介绍,所谈及的大多是中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和不

足,以及如何构建适合中国本土的宪法监督模式,而对宪法监督的

价值则少有关注,这势必影响对宪法监督的理解,有碍于宪法监督

  ①传说古希腊大力神阿基里斯力大无穷,然他的软肋就在于他的脚后跟,只要他

一离开大地母亲,就会失去全部的力量,



理论体系的完整,亦不利于宪法监督的实践。因此对宪法监督的价

值思考甚为必要。二是意图通过对宪法监督价值的研究,提升宪政

理论,为宪法监督“本土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人们心目中

树立起宪政观念,以此推进中国宪政建设。宪法与宪政发源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对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的中国来说是“禁品”。无

法想象在“家天下”的古代中国,可以用法律来约束皇帝。“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没有任何权

力可与君主之权相抗衡,更谈不上宪法、宪政与宪法监督了。几千

年来,沉淀于人们意识中的礼法文化之心理定势、政治高于法律之

错误偏见、权力本位之官家思想,严重阻碍着法治理念的发展。故

而,在中国立宪虽易,行宪却难,究其深层动因,不外乎宪政理论

与宪政观念的缺失。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身就有

助于国人拓宽视野,摒弃陈旧和错误的观念。

    本文将宪法监督与“价值”联系起来,以“宪法监督价值

论”为研究对象,意图从宪法监督的法哲学基础为逻辑起点来

论证其正义、人权与秩序、自由与平等、法治等价值,以期整

合宪法监督之价值目标,为宪政中国的建设提供一点理论参

考。其意义在于:

    首先,本文的研究对丰富宪政理论,提高宪政的生命力有积极

意义。宪政是当代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是宪法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的概念。从历史的渊源看,早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

就出现过“宪政”一词。但在他那里,宪政与宪法含义并无二致。

到了近代,宪政与宪法的含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其实质而言,

近代的宪政与宪法与古代的宪政与宪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究

竟什么是宪政?它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宪法监督在宪政中的地位何

如?研究宪法监督的价值目标对丰富宪政理论又有何作用呢?

    对于宪政概念的研究,近现代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学者有不同

的看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宪

政。毛泽东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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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①我国很多学者受毛泽东论点

的影响,一般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在“立

宪政体下,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平等地参政,即实行民主政治。”②张

友渔教授认为:“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

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使政府与人民都在这些规

定之下,享有应享有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

反与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③张庆福教

授认为:“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④二是从法治的

角度界定宪政。外国宪法学者大多从法治的视角来审视宪政。如美

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明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

即限制与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⑤美国的格里芬认为:

“宪政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

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⑥

卡尔·J·弗里德希认为:“宪政是对政府最高权威加以约束的各种

规则。”⑦

    从民主与法治两个方面对宪政的含义进行阐释,各有优缺点。

但民主的视角主要强调对权利的保障,而法治的角度则既强调对权

利的保障,同时还注重对权力的制约。故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赞成

从法治的角度来诠释宪政,即“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

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

程。”⑧根据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宪政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②《宪法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③张友渔主编:《宪政论丛》(上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④许崇德主编:《宪法与民主政治》,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⑤转引自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⑥[美]斯蒂芬·M·格里芬著:《美国宪政:从理论到政治生活》载《法学译
丛》,1992年第2期。

    ⑦转引自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⑧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宪法、民主、法治、人权。

    既然宪法是宪政的前提,故无宪法则无宪政。然而,难道有宪

法就必有宪政吗?其实不然。宪政的实现,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

有效的宪法监督是实现宪政的重要因素之一。俗话说,“徒法不足

以自行”,即使有良好的宪法,如无有效的宪法监督作保障,那也

只是一纸空文。这从中外宪法史可见一斑。如德国1919年威玛宪

法,仅仅实施了1年,就因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出现而寿终正寝。在

中国,如清末“逼上梁山”之立宪,国民党党治下的宪法,我国

1975年、1978年宪法。等等。由此可见,有了宪法,并不意味着

有当然的宪政秩序,其关键在于是否有实施宪法的各种保障手段。

这就必然涉及宪法监督的理论,理解宪法监督在实现宪政过程中的

地位与作用。从宪政的基本要素看,其宪法、民主、法治与人权的

实现,均可在宪法监督中找到其基础。

    宪政精神与宪法监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宪政,究其实

质,其核心在于“限权”与“保权”,即限制政府的权力与保障公

民的权利,使政府(广义)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和保障公民、机

关、团体能够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及其它权利而不受非法侵

害。这与宪法监督的精神并行不悖。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

迪逊”一案,开创了宪法监督的先河。虽然这一案件实质上是源于

美国两大党间的政治斗争,但此后,宪法监督价值便定于:在国家

权力体系中如何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与制约。然而,从国家与

政府的起源看,无论国家权力如何运作,其宗旨却在于对人权的保

障与正义的实现。如洛克认为“国家的权力是人们明确的或默许的

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国

家掌握这种权力,只能用于颁布公正的法律,裁决与惩处罪犯,保

卫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外,不应再有其它目的。”①

  ①[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57-58页。



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与运用,而公意又是订立契约的全体

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主权应当和必然属于人民。既然主权属于

人民,那么立法权也应该属于人民,而立法之首要原则则是为人民

谋求最大的福利。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保障人权。

而宪法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其精神实质与宪政并无二致,亦

是通过“限权”而达到“保权”。但宪政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

实现必然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而宪法监督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宪法监督,限制国家权力,使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处在一个

平衡而有序的法治状态,从而实现民主,达到保障人权与实现正义

之目的。

    既然宪法监督与宪政具有同质性,而且是宪政实现的重要手段

之一,故而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宪法监督的价值目标,从理论上为宪

法监督提供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宪政衍生于西方法律文化,中

国虽多年来一直努力尝试构建宪政文化,然而因理论基础缺乏,始

终难以构筑本土化的宪政文化。宪法监督价值理论作为宪政文化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宪政理论的大体系。所以要想

丰富与提升宪政理论,就必须深入探讨宪法监督理论,而宪法监督

的价值理论则是宪法监督存在的基础。毋庸置疑,如果一个事物没

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探讨它、研究它。宪法监督所蕴

涵的正义价值,人权与秩序价值,自由与平等价值以及法治价值等

折射出的光辉,彰显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宪法监督这些价值

的存在,既是宪法监督存在的理由,又是宪政理论的基本内核。理

所当然,对宪法监督价值的研究必然提升宪政理论的生存空间,夯

实宪政的理论基础。

    其次,本文的研究对宪政中国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宪政建

设是当代中国之强音,然宪政建设之前提必先具有宪法权威,使宪

法具有至上、至贵、至信乃至至圣之地位,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宪政

的诸多价值,而宪法监督则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手段。

    中国宪政史不过百余年,但国人对宪政的追求却一直没有停止



过。20世纪前夕,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首次扣响了

紧闭几千年的中国专制王朝的城池,要求开启宪政之门。以康有

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扛起了“变法维新”的大旗,提出“立

宪法”、“开国会”的政治主张,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

揭开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中国的宪政实践先后

经历过“逼上梁山”的清末立宪,“昙花一现”的民主共和,复辟

时期的“宪政闹剧”,国民党党治下的“训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共产党的“沉默”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励精图治”。中国宪

法虽有上百年历史,但大多数宪法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原

因之一是缺少宪法监督这一重要手段,致使宪法形同虚设,没有任

何权威可言,这就凸现出宪法监督在宪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通过宪法监督可以避免宪法争议转化为政治冲突的危

险,维护国家的稳定,为宪政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国家权力必须

有分工,分工行使权力必须有限度,权力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轨道和

范围内运行,这是民主国家的共同追求。然而,在政治实践中都不

可避免地产生权力背离民意的现象。越权与限权的斗争必然演化成

宪法争议,进而有可能产生政治冲突,以至冲击宪法秩序、影响社

会稳定。宪法监督为这种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合法的场所,宪法监督

机构通过裁判与矫正,使其重新纳入正常的运行状态,从而避免可

能破坏乃至于葬送社会稳定的政治冲突的发生。这就为宪政的建设

以及宪政价值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既然宪法监督在宪政建设实践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对宪

法监督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就必然影响到宪政的建设。而通过宪法监

督价值的研究必然会夯实宪法监督理论的基石,进而影响国人的宪

政观念,指导宪政建设。故而明确宪法监督的价值,把握其精髓要

旨,对宪政中国建设可谓颇多裨益。



第一章  宪法监督价值的内涵、

    特征与主要内容

  一、宪法监督的内涵与特征

  (一)宪法监督的内涵

  宪法监督,作为实施宪法、构建宪政的重要手段,是当今世界

普遍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自1803年的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

一案开创了宪法监督的先河之后,这种制度逐渐波及西欧,乃至今

天的世界各国。虽然宪法监督一词在理论界已为众人所熟悉,然

而,对宪法监督的涵义如何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

往往将宪法监督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

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我们难以把握宪法监督的内涵,亦不利

于揭示宪法监督的价值所在。故而,研究宪法监督的价值,首先必

须对宪法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关于宪法监督的内涵,主要有这样

两方面的观点。

    第一种是广义的宪法监督。这种观点认为,宪法监督是对有关

宪法的活动实行全面的监督。从监督督的主体来说,除了宪法监督

的专职机关以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

织以及公民。从宪法监督督的对象看,既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

动、行政活动、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组织的活

动。狭义的宪法监督一般是指由国家专司宪法监督的机关实行的监

督,在监督的对象上偏重于对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行政机关



的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①许崇德教授认为,宪法实施的监督保

障制度,就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拥有宪法解释权或监督权的特定国家

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法律、法令、命令、行政措

施以及国家机关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从

而维护宪法的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体系。②董和平等认为,

“宪法监督,就是由各方面力量所形成的一种督促、监控宪法和法

律实施的网络体系。与违宪审查相比,宪法监督的特点在于:第

一,范围更为广泛。它不是专门机关行使的直接制裁违宪行为的国

家权力,也不是针对有争议的宪法实施案件,而是对各种宪法主体

行为的广泛监控和督促,从而形成了一种依照宪法办事的社会氛

围;第二,没有直接的违宪处分权。宪法监督网络对宪法主体是督

促力量,对违宪是一种监督,但它没有对违宪行为的直接处分、制

裁权,它只能通过启动违宪审查机制来达到制裁违宪行为的

目的。”③

    第二种是将宪法监督作狭义的理解。如蒋碧昆教授认为,宪法

监督或违宪审查,就是对违宪事件或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作出裁

决,并加以纠正,以保证宪法的原则和条款得以贯彻实施。④蔡定

剑先生认为,宪法监督是指在实行宪政的国家,由特定机关按照特

定的程序对某些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并对其是否违宪作出裁决的

制度。⑤有人认为,宪法监督是由宪法授权或宪法惯例认可的国家

机关,以一定方式进行合宪性审查,取缔违宪事件,追究违宪责

任,从而保证宪法实施的一项宪法制度。⑥宪法监督,是指以保障

    ①陈云生著:《民主宪政新潮》,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②许崇德主编:《宪法与民主政治》,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③董和平等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④蒋碧昆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⑤蔡定剑著:《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14 -115页。

    ⑥王广辉主编:《通向宪政之路——宪法监督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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