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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前言

这本小书是几篇论文的组合，整体上不构成一篇论文，但它不是松散的文集，而是紧紧围绕一个核心
概念——制宪权。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欠严谨的方式而不构建一个体系呢？我渴望体系化，但就我目
前的知识和思维能力而言，我还远没有发展到系统论证的水平，只能抱持一些直觉性的难题去“询问
”人类既有的理论家，理解他们对相同或类似问题的概念化、范式化的知识路径，做些诠释的工作，
然后再联系我的生存处境，把原先的直觉性的经验难题转换为正确的理论问题，尝试着提出局部解决
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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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主权与反分裂的宪法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本书收录的文章紧紧围绕一个核心概念—
—制宪权。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宪法学者关于制究权的对话；第三种形式的共和
国的人民制宪权；论究法作为困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等。本书的每一篇论文，均在北大的课堂与公开
讲座上宣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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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作者简介

陈端洪，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著有《宪治与主权》(2007)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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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书籍目录

序言
一、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宪法学者关于制究权的对话
二、人民必得出场
——卢梭官民矛盾论的哲学图式与人民制宪权理论
三、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
——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的民族制宪权理论
四、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制宪权
——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
五、论究法作为困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

Page 5



《制宪权与根本法》

章节摘录

良性违宪是个亦褒亦贬、无可奈何的说法。在本质上，“良性”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宪法的局部之
恶”，这指的是宪法部分规范与国情的不适应和滞后性。宪法学没有洞察到中国制宪权、修宪权的双
重代表制，从而不赋予执政党的政策制定程序以宪法学意义。其实中央制定一个新政策或提出一个新
的说法，也是有它自己的程序的，只是宪法学不将它纳入知识范围，眼里只有宪法文本罢了。郝铁川
教授的文章提到的地方政府的一些违宪行为，其中有些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或认可的。那些没经批准的
违宪行为，是真正的违宪行为。人民主权的双重代表制本身内含空间与时间的裂隙，良性违宪的“违
宪”一词是规范主义对这个裂隙间出现的具体政策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现象的描述。这是双重代表制
固有特征的现象化。制宪权代表机构的常在有三大优越性：第一，把制宪权集中起来，由一个经常性
的代表机构感测、吸收社会的创造力，发动社会进行制度革新，防止社会的创造力演变为对峙的政治
力量，维护了执政党的权威；第二，随时敏捷地以政策方式做出具体回应，争取了社会进步的时机；
第三，契合改革的实验主义精神，既放开胆子，也力求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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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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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编辑推荐

《制宪权与根本法》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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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精彩短评

1、陈端洪不是陈瑞红宪法而不是"究法"错字连篇
2、值得一买，非常好的书啊
3、政治宪法学的开创者？也许陈端洪本人不能接受政治宪法这个名头
4、这就是北大学者⋯⋯我予以之命名为老三届学术
5、政治宪法学必读的书目。政治宪法学这一派人不造概念都不会说话了，许多概念之间的区别又缺
少论证，对于法治，法律学科的自足性都贻误极深。
6、陈端洪，很值得一看，宪法的角度讲政治，政治的角度讲宪法，美得很！告诉自己要去看他的另
一本书了！《宪治与主权》
7、卢梭、西耶斯、施密特熏陶下的毛左。。。前面三章还行 后面两章让人无语 特别是最后一章 很不
信服。。。BTW "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完美展现了辩证法的精髓
8、书看过一遍啊，买一本以后用的着
9、五星好书!其立场立论或为某些某类人所不喜,其篇幅涵括或犹待展开,然而其中理性之清明、富于现
实感之洞见及二者背后确实然低调的"理想"固令人敬佩。尤其关于共和国制宪权与此“宪”之实质与
根本的解析大快某意。
10、读完一、四、五章。
11、陈不懂政治学。引入一个不新的概念，制造一个解释。没啥意思。
12、老师推荐读的！感觉还好吧！
13、真不知道给五分的人都是怎么想的。。。北大也就那么回事吧。。。=。=
14、关于制宪权的几章非常精致，最后根本法的那篇论证却有点怪，为什么几个原则之间是先后顺序
？
15、目前最好的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论述。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隔阂，作者显然对无产阶
级专政的含义懂得不多（当然也可能是不愿意懂），这极大妨碍了他对新中国制宪史的理解。
16、披着卢梭的皮。
17、如果读书前喜欢浏览一下参考书目的话，那这本书很可能就入不了视野了，因为作者参考的书极
少，卢梭和西耶斯的原著（因为作者解读的就是二人的作品），再加上施米特和毛泽东，也就十之八
九了。但就是这么一些原材料，作者反复咀嚼，回到制宪的原点，回到了中国宪法的本身，读出了新
意，甚至是创意，很刺激。相较于那些贩卖欧美法治小段子、对中国现实缺乏理论思考的学者（他们
会鹦鹉学舌地喊口号，但不会分析论述），这本书的作者显然要高出一截，但也存在问题：一是面不
够宽，可能说了甚至没有说出一些别人早说过的话，特别是关于制宪权这个概念；二是政治归政治，
法律归法律的用心是好的，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治德性的培养与传承，终究是一个没能解
决的问题，或许这其实是一个永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
18、第四篇
19、以后谁跟我说政治哲学是空疏立言的我就拿这书砸死他...以后见着小愤青的也那这书砸死他...
20、宪法学者都想做施米特？书是好书。
21、不错
22、虽然是几篇论文的集子，但是总体来说编排很成体系，c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每一篇启发都很多
。
23、痛感理论知识之匮乏，无法评论。
24、作者的五毛气质显露无疑⋯⋯
25、这个上课以他妈的作为口头禅的男人有着高昂的斗志与蓬勃的生命力，他的宪法学说也是这样，
从来不是为了消解一个国家的根基和他的使命，在他拒绝以自由的浪漫主义理解宪法的背后是更为深
刻的浪漫主义。我们无法回避其理论中论证的缺陷与价值判断的些微独断，但政治宪法学的进路与其
为国家根基的构建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同样是不能忽视的。
26、主权者：政府=政府：人民；制宪权与宪定权的互动解释良性违宪。但是到底什么事制宪权，这
就压根儿没说清楚⋯⋯
27、呵呵，想学施米特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28、仅为论文集有点遗憾，如果更加系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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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29、陈师课上曾道，习政治学者，亦需寻一经典为己之圣经。问诸陈师，曰《民约论》也。此书长处
在于思路干净，全然从文本入手，不枝不蔓，每一环节皆有交代，很好把握。而缺点亦在此，对于英
美/欧陆当代研究全无参考，历史视野尤其阙如，故终有偏宕之感。最后一篇《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
法与高级法》对于现今政党/宪法关系之讨论有相当启发意义，虽属左翼论调，但对于当下政治状况仍
有清醒认识，可惜结尾处所提几点设想失于粗浅。
30、只能 呵呵
31、这本书的视角还是很新的，不像一些书似的只是一味批判我国的宪法这不好那不好，而是从各个
角度对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解读和诠释，给人一种新的思路，对于理论学习也是一个好的启
导
32、可以说是一流的书，未必要求你认同，但不能否认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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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权与根本法》

精彩书评

1、我看到有人对这书不屑一顾，称陈端洪不懂政治学。但也有极端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书是近几年
来少有的值得一看的法学作品。我赞同后一种看法，认为这本书有资格成为法律政治领域将来的经典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体系。当然，这不表示我赞同书中的实质观点。有些
作品就是这样，它们的品质的一流的，但它们的观点却激起你强烈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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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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