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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宪法解释功能 

——— 谈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的可能性 

韩大元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年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人们对宪法实施20年的

效果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中国社会改革与开放20年实践是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有宪法发展的事实。经过20年的发展，宪法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基本

的价值体系，人们开始习惯于把宪法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与生活方式，努力通过宪法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各种

问题。今天我们回顾宪法实施20年的发展历程时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分析宪法运行过程的成就、经验与教

训，从发展的思路探讨今后中国宪法的发展方向。宪法学本身是一门批判性的学问，应关注现实生活中的

各种宪法现象，确立宪法的问题意识，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与事实关系中体验宪法价值。20年的现行宪法

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没有及时地建立宪法

适应社会变革的完善的机制，没有有效地把宪法应变机制制度化，宪法解释功能基本停留在理论或理念的

层面上，没有转变为现实的制度，主要采用修宪的方式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之间发生的冲突。“修宪

型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宪法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但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宪法稳定性价

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在社会主体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在纪念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时有必要

认真地思考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把传统的“修宪型模式”调整为“宪法解释型模式”，积极、主动地发

挥宪法解释制度在社会转型中的利益调整功能，尽可能以解释的方法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以维护

宪法权威，建立灵活的宪法应变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与演变过程之中，旧的法律规则与新的法律规则并存，各种利

益关系呈现出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由于宪法本身构成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各种社会利益首先表现

为宪法问题，或者社会的冲突与矛盾反映到宪法体制中，要求通过宪法途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转型

时期的宪法体制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其应有的稳定性，变革与稳定性价值之

间也发生冲突。在解决这种冲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合理地选择对宪法体制的稳定影响相对小的方式，把社

会矛盾尽可能纳入到已有的宪法体制内部，依据宪法体制与程序解决问题。在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

惯例等多种方式中首先需要选择宪法解释的方式解决规范与现实的冲突，避免宪法体制不必要的振动。 

    

    

    宪法解释是探求宪法规范客观内涵的一种活动，其目标在于追求解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宪法秩序稳

定性价值。由于宪法规范与宪法条文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开放性与广泛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宪法条文

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活动做出客观的解释。探求宪法规范内涵的意义在于客观地认识宪法现象，在各种

社会问题中寻求宪法的价值，其实质在于：一方面是对宪法问题的发现，另一方面是对宪法问题的判断与

决定。通过经常性的宪法解释，可以统一人们对宪法的认识，确立宪法价值体系的共同基础，对宪法运行

机制的完善提供合理的基础，使宪法在持续性与变化中满足开放性价值的实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缺乏宪

政传统的国度里，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可以以生动、形象化的形式普及宪法知识，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

感受宪法的价值，树立维护宪法价值的信念。对社会主体而言，修宪活动所带来的信息与解释活动所带来

的信息是不尽相同的，宪法解释活动的信息更有助于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宪法，认识宪法，运用宪法。具体

地讲，社会转型时期宪法解释的功能主要在于：宪法解释有助于多元价值的协调与平衡；有助于通过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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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力的宪法解释解决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有助于通过宪法解释形成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与共识，为

形成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体系提供条件；有助于在全社会普及宪法知识，推动宪法规范的社会化；有助于

合理地确定公共利益的界限等。 

    

    

    在社会生活与宪法规范的相互关系中分析宪法解释功能时我们实际上是要回答什么是宪法的问题，即

宪法解释问题最后归结到宪法本身的价值认识上，在解释活动中我们经常被各种价值关系所困惑，面临各

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由于时代的变迁，宪法本身的内容也在变化，于是产生不同的解释内容与方法。不同

的社会环境孕育不同风格的宪法，同时产生不同形式的宪法解释制度，宪法价值的普遍性与宪法解释技术

的多样性是统一的，应允许不同的宪法解释规则与技术的存在。一个国家宪政生活中的宪法事实反映了该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传统，具有本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因此，在宪法解释过程中需要从多样化的社会

关系中解释与认识宪法，建立有助于解释本国宪法现象的解释理论与规则。 

    

    

    如上所述，宪法实施2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在实践中没

有启动过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程序。面对激烈的规范与现实的矛盾，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或习惯于）

修宪权的运用，未能在灵活的宪法解释制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的方案。“重修改轻解释”现象的存在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宪法思考方式的封闭性与教条性，同时反映了“重现实需求轻规范价值”的宪法认

识。具体地讲没有发挥宪法解释功能的原因在于： 

    

    

    1、在认识上，把宪法解释简单地等同于宪法注释学，对宪法注释学的不正确认识在客观上带来了对

宪法解释功能不必要的怀疑。其实，在宪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科学的宪法注释学，为建立宪法解

释学提供必要的认识与分析工具。作者认为，目前我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学，也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宪法注释学。 

    

    

    2、在宪法运行过程中我们对宪法典文本的研究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实际上没有建立解释文本的技

术与规则。 

    

    

    3、宪法规范生活化的进程缓慢，社会生活中宪法功能的发挥有限，由此造成社会对宪法规范需求的

有限性，缺乏启动宪法解释机制的动力机制。 

    

    

    4、根据目前的宪法体制的设计，宪法规范与诉讼活动是脱节的，诉讼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解释问题

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5、宪法解释机关没有积极地履行宪法赋予的宪法解释权，使宪法解释权长期处于虚置状态。其直接

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规范与社会的矛盾，使宪法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损害。从各国宪政的基本

经验看，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发生冲突时首先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解决冲突，在穷尽宪法解释

程序不能解决冲突时才能考虑宪法修改等其他方式。在宪政运行过程中制宪权、宪法解释权与宪法修改权

是互相不能随意逾越的不同阶段的权力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与要求。宪法解释权功能的发挥程度不

仅关系到制宪精神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整个宪法运行过程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发挥宪法解释制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认真总结宪法实施经验的基础

上加强宪法解释理论的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努力建立“中国宪法解释学”，为中国宪法问题的解决

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使宪法运行过程得到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建立完善的宪

法解释理论体系是衡量中国宪法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中国宪政的经验与宪法实施的社会环境，

“中国宪法解释学”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制度与程序三个部分。理论部分主要研究宪法解释学基础、宪法

解释性质、宪法解释目的、宪法解释功能等。宪法解释制度部分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宪法解释原则、宪法解

释方法、宪法解释主体、宪法解释效力等。宪法解释程序主要涉及宪法解释提议权、宪法解释讨论程序、

宪法解释通过程序、宪法解释公布程序等。在建立宪法解释学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借鉴外国在宪法解释制

度运用过程中积累的合理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有利于解释中国宪法现象的理论与规

则，解决宪法学概念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宪法学成为以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解决中国宪法现象的

理论体系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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