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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

内容概要

《宪法解释》记录了谢立斌这几年的学术探索。全书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有关宪法条款进行了解释
。首先探讨了比较解释的可能性，然后对宪法中部分基本权利条款、国家机构条款进行了解释。分析
了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与比较解释的可能性，德国法律的宪法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宪法上人的形象变
迁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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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立斌，男，生于1977年。1995至2007年就读于天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获本科、
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德法学
院院长。阅读和思考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以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等德国魏玛时期国家法学
者为切入点，分析国家、权力、政治、正当性等根本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宪政的可能发展路径；作为
宪政主义者，主张认真对待我国现行宪法，将之视为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规范来源，并基于这一立场严
格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具体条款进行学理解释，使抽象的宪法面对鲜活现实得到具体化，以期些微促
进宪法在实践中发挥规范效力。迄今出版一本德文专著、两本中文译著，在期刊、国际会议等发表中
文、德文、英文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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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宪法与道德（代序）
第一章 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与比较解释的可能性——以中德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为例
一、意见自由的保护范围
二、意见自由的限制
三、德国意见自由条款解释中运用的解释方法分析
四、中德宪法解释现状的比较
五、比较宪法在宪法解释中的功能
第二章 德同法律的宪法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引言
一、德国融合理论对宪法裁判的影响：吕特案
二、各法律部门的全面宪法化
三、德国理论的启示
第三章 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实现
一、宪法上人的形象
二、宪法上人的形象的变迁
三、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在部门法中的实现
第四章 自由权的保护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风险社会对宪法的挑战
二、宪法自由权防御功能不足以应对风险
三、保护义务作为自由权条款对国家设定的义务
四、保护义务的实现
第五章 宪法财产权对税收的规范——中德宪法比较研究
引言
一、中德财产权条款比较分析
二、税收应当受财产权条款规范
三、财产权条款对税收的要求
四、具体税种的合党性分析：以财产税和利息税为例
第六章 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
一、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
二、中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及其与德国法的比较
三、结论
第七章 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
前言
一、宪法解释的意叉
二、劳动权与相关概念
三、劳动的概念
四、劳动权的基本权利主体
五、经济体制变迁大背景下的劳动权条款
六、劳动权的内涵
七、劳动权的限制
第八章 宪法社会权体系化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
一、宪法社会权的体系化：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二、德国宪法社会权体系
三、中国宪法社会权体系
四、结论
第九章 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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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保护基本权利的义务
二、适用作为基本权利条款之具体化的立法
三、对抽象立法进行合宪解释
四、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条款
结语
第十章 个人数据的宪法和法律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某银行滥用个人账户信息推销保险
二、个人数据的滥用及其对公民自由的影响
三、个人数据的宪法保护
四、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
五、余论：现实中的数据保护有赖于公民意识的觉醒
第十一章 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抵触情形的认定
一、具体化地方立法
二、创设性地方立法
三、与中央立法存在明显矛盾的地方立法
四、结论
第十二章 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
一、引言：公众参与的规范基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二、行政决策民主性、科学性不是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依据
三、基本权利条款作为公众参与的宪法依据
四、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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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居然是论文集。中规中矩的论文，十二篇大都是一个套路，不过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德宪法的相
似性和差异性，虽然很多地方强行比较很牵强，当地也有很多不经意间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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