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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莫纪宏

现代宪法在发生学上的主要社会意义就是要反对特权, 这是宪法的目的, 而要从制度上

来保证这个目的的实现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手段, 这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必须指向反对特

权这个目的。

特权现象在以往的宪法学研究中仅仅被理解成政府官员通过制度措施来获得不正当的利

益, 这种定义方法不符合宪法作为一个根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规范功能的要求。现代宪法在

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时必须反对三种形态的特权, 即特殊的权力、特殊的权利

和特殊的权势。特殊的权力是国家机关通过制度设计可能获得的, 特殊的权利是对公民的利

益在制度上存在不平等的保护措施, 特殊的权势意味着国家权力相对于公民权利的优位。也

就是说, 在制度上存在着许多公民权利无法有效对抗国家权力正当性的领域。所以, 宪法制

度就必须以 / 反对特权0为目的来设计相应的手段性措施。这是宪法制度构造的逻辑起点。

由此可以产生 / 目的性的宪法原则0与 / 手段性的宪法原则0两类互为因果的宪法原则体系。

作为 / 目的性的宪法原则0 , 毫无疑问, 它要求所有的宪法制度设计必须服务于 / 反对

特殊的权力原则0、 / 反对特殊的权利原则0和 / 反对特殊的权势原则0。只要是不符合这

三个目的性的宪法原则要求的宪法制度都不具有正当性。

作为 / 手段性的宪法原则0 , 它要求在设计国家权力体系、公民权利体系以及国家权力

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体系时, 至少从逻辑上应该解决各种特权现象产生的制度可能性问题。

我认为, 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设计 / 手段性的宪法原则0 , 即首要性宪法原则和辅助性宪法原

则。

首要性宪法原则是以突出宪法的权威为核心的, 包括人民主权原则、宪法至上原则、剩

余权力原则和剩余权利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强调了法治原则本身的正当性, 可以解决立法行

为的正当性, 防止立法特权现象的发生。宪法至上原则突出宪法在其他形式的法律规范面前

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剩余权力原则主张宪法对宪法之外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否定性, 即对于履

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国家机关来说, 凡宪法没有规定的, 都是禁止的。剩余权利原则承认宪法

之外自由的正当性, 即对于公民而言, 凡宪法没有禁止的, 都是允许的, 这里明确了个人自

由受到法律限制的范围。首要性宪法原则都是以强调宪法在 / 治 0的关系的支配地位与主导

地位为标志的, 所以, 现代法治首先是 / 宪治0。

辅助性宪法原则以突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权威为核心, 包括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

留原则、依宪授权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人权的司法最终性救济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强调立

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在与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的优先适用性, 突出了



法律背后民意基础的优位。法律保留原则强调了法律背后民意的正当性基础, 防止法律规范

朝着过于行政化或实用化的技术化方向发展。依宪授权原则指宪法是一切法律规范、行为正

当性的逻辑大前提。依法行政原则是政府责任应建立在以民意为基础的法律之上, 政府在从

事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绝对不应该以履行超越于法律规定之外的责任为由去进行非法的权力寻

租活动。

人权的司法最终性救济原则意味着,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公民的诉权是第一制度性的人

权。上述各项 / 手段性的宪法原则0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贯穿于宪法现象运动的整个过程之

中, 是动态的。对 / 手段性的宪法原则0的适用必须是无条件的。否则, 宪法制度就不可能

有效地防范特权现象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