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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国家紧急权理论研究》是理解施米特政治学说理论的逻辑起点、基线与
关键。也就是说，尽管可以从这一视角理解施米特其他理论如政治神学、宪法学说、国际法理论等，
但不是也不可能对施米特作全方位的或全景式的俯瞰或对这些方面有系统、精细的分析，而只是集中
梳理、分析施米特的例外论主张，即例外状态与紧急权、例外状态与公民权利、例外状态与法治、战
争状态与国际法、施米特紧急权理论与后“9·11”时代的紧急权理论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其他方面
的内容分析比如宪法学说、民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等只是为了凸显施米特紧急权理论在其整个理论
中的地位。此外，将施米特紧急权理论置于施米特所处时代背景与德国国家法或国家理论学说史和欧
洲国家学说史的背景下进行审视时，也只简要地考察这一德国与欧洲传统下的有关在例外状况与紧急
权理论的研究，其他论题不是重点考察对象，抑或说，其他论题只是服务于这一论题。
《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国家紧急权理论研究》基于施米特的“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论断及
其文本，围绕例外状态这一主题，从例外状态与权力，例外状态与权利，例外状态与法治，战争、国
家与国际法等方面分析了施米特国家紧急权理论，最后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学者对其理论的回应及后
“9·11”时代国家紧急权理论的新发展。作者认为施米特论述的例外状态是一种与“9·11”恐怖袭
击导致的紧急状态相异的政治例外状态，其紧急权理论则是基于存在理性的国家理由学说，不适合充
当处置恐怖袭击引发的例外状态的理论依据，但对于推进国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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