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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法律本身，因此，提出了“恶法亦法”的观点。

富勒的法治八原则：从重视法的道德性的古典法治思想向重视法本身合理性的新法治思想转

变的分水岭。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二战后，拉德布鲁赫

1、正义应当成为法治国追求的目标，而且正义必须由超实证法的理念来予以理解；

2、法治国的概念必须和民主产生关联，没有民主即没有法治国可言，民主对于法治国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联。

由于拉德布鲁赫的影响，法治国原则亦随之转入了实质法治国时期。

3、宪政对法治的矫正

1）完善立法程序，规制立法机关的恣意立法；

2）规定立法体制，实现法律体系自身的统一；

3）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调处法治和宪政的紧张关系。

四、分权制衡原则

联邦党人：分权制衡思想

联邦党人认为如果把权力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者多数人，不论

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因此，为实现法治必须实现权力

的分立，但是权力分立不是三权的绝对分立，而是存在着合作和制约关系。联邦党人还看到

了立法权可能对法治的破坏，他们认为“173个专制君主一定会像一个君主一样暴虐无道”。

因此，联邦党人特别强调对立法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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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

（二）公民的基本权利

1、出生国籍和继有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原则。我国不承认双重

国籍。

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现役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

2、公民与人民。

(1)公民是法律概念，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相对应;人民是政治概念，与敌人相对应，在

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2)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有区别。我们讲“人民的权利”，主要是指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

权利;讲“公民的权利”，指的是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

(3)地位不同导致了二者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异。

(4)二者的范围也不同。公民等于人民加敌人。

(5)公民通常所表达的是个体的概念，人民所表达的是群体的概念。

1、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概念

2、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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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

(1)它们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2)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主要反映了国家机关和公民的关系，而公民的

其他权利和义务则调整公民同某些具体的社会组织及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国家机关

之间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便构成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凡宪法确定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权

利，就意味着是国家机关应当履行的义务。凡宪法确认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就意味着是国家

的基本权力。

(3)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普通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或原则。

1、人权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其最初的含义包括人们追求

生活、财产、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天赋人权”。 人类历史上最早确认人权的宪法性文件

是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人权经历了一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社会经济文化权

利，从个人权利到集体权利，从国内人权到国际人权这样一个内容不断丰富，主体日渐广泛

和权利普世化的过程。

2、公民权，是人们对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通称。公民权是人权的法律化和

具体化，而人权是公民权的政治基础。

3、区别。

（1）性质不同。人权是一个政治概念。公民权是一个法律概念。（2）二者不能简单等

同。人权和公民权从性质到形式差异很大，人权的一个方面的要求可能具体化为公民权的若

干项权利，而公民权的一项权利也可

能同时体现着人权的多方面要求，二者不能一一对等。（3）人权还具有阶级性、民族

性、地域性以及前述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特点。

2、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补充】人权与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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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2）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

（3）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现实性

（1）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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