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宪权与根本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http://www.firstlight.cn 2010-11-04 

如果牧羊人变成了羊群中的一员，羊群会不会挑战牧羊人曾经的权威？羊群会不会集会？如果牧羊人就是当代的政府，而羊

群是国民，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2010年10月22日下午，《制宪权与根本法》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召开，

学者们就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思想的碰撞。 

这次的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政治思想研究中心举办的“秩序与历史”的系列学术论坛第七场，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端洪教授、北

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以及外交学院、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其他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们出席了这次会议。研讨会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得王利博士主持。  

陈端洪教授认为中国最可怕的不是经济、社会危机，而是政治结构危机，作为一个公民、尤其是一位宪法学者更是有义务研究

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如何构成，研究适合民族气质的宪法应该是什么，以什么为宪法的逻辑起点，宪法的边界在哪里，这些思考也促

使了陈洪瑞写出《制宪权与根本法》这部著作。  

陈洪瑞教授还提出，具体到中国的宪法文本，中国的宪法文本不能用于诉讼，尤其是关于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的章节不能覆盖

中国的政治地图，因此他主张宪法学要找到另一个知识起点，这就是把政治结构图完整描述出来，并探讨宪法自身奉行的规范原

则。接下来，陈端洪结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西耶斯的理论讨论了制宪权的由来和其产生的必要性以及与宪法之间的关系。  

李强教授对陈端洪教授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他主张考虑宪法问题要有历史维度，认为卢梭的例子比较特殊，卢梭把人的自主和

理性作为构建法律的唯一基础，从法律的可能性而言，不考虑民族的传统和历史，而中国的建国历史比较特殊，因此不必循着卢梭

的逻辑。  

李强教授进一步说道“中国需要的制度是尽量描述现在的制度，任何制度只要有效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

样的制度。写到宪法里的好多看似荒唐的东西也是宪法的内容。目前宪法努力的方向首先是制度化，而不必考虑主权者。”  

在场的各位同学也积极参与了讨论，他们或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或是向两位老师提出自己的疑惑。由于屋子不大，有一些

同学站着听完了整个讨论，会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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