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
器的不良状态

,
都应负赔偿责任

, ① 这里的责任使是由于责任人是致损物体的所有者而产生

的
。

以上是对 5类 11 种归责基础的实证描述
。

除了思想归责已被大多数国家摈弃外
,
其余都

存在于现代各国法律制度中
。

这 10 种不同归责基础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各具特色

的归责基础制度
。

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归责的齐一性
,
而外部世界的多样性又要求

“ 区 别 对

待
” ,

这使得归责的
“
齐一性

”

最终是
“

种类内
” 的齐一性

,
这便是同一法律制度中何以存

在如此不 同的归责基础的原因
。

这造成了现代归责基础制度的个别化趋势
:
不同种类的法律

责任要求不同的归责基础
, 不同的行为用不同的归责基础来评价

。

最后要说明的是
, 上述归责基础只是课以法律责任的必备条件

,
而非充要条件

。

为了适

应错综复杂的外部世界
,
立法者还要规定免责条件作为

“
但书

” , 以限制法律责任
。

只有具

备归责条件又无法以免责条件为答辩者才具备了承担法律责任的充要条件
。

这些免责条件一

般有
:
责任能力

、

损害程度
、

受害者本人的行为
、

正 当防卫
、

紧急避险
、

责任主体
、

不可抗

力
、

行为的地点
、

时间
、

方式等
。

详细研究它们超挂户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

( 作者单位
: 苏州大学法学院 )

责任编辑
:
秦 凤

一

我国宪法的涉外作用

孙 笑 侠

法律被运用到国际关系己有悠久的历史
,

今天它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不 可或缺的桥梁
。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同时我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在对外开放中要完备法制
,

发挥法

律的作用
。

这一深邃的思路在今天已给国人以清晰的全局轮廓
,

也在我的头脑中勾划出这样

一条线索
:
在对外开放中

,

我国国内法已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

而作为国内法体系中最终

渊源的宪法
,

究竟该具有怎样的作用
,

又该怎样发挥其作用呢 ? 本文试图以本国宪法为立足

点
,

将这条思想线索作一次初步整理
。

一
、

宪法的涉外作用及其国际趋势

将法的作用分为对内作用和对外作用
,

这在我 国法理学上早有一定的理 论共 识
。

近 年

来
,

我们也常用
“

涉外立法
” , “

涉外司法
”

等概念
。

因而从法的作用上讲必然又有
“

涉外作

用
” 。

根据一般的法理
,

凡具有涉及外国因素的事务均可称为
“

涉外事务
” 。

一些国内事务

虽不直接同外国发生法律关系
,

但涉及或可能涉及外国
、

外国组织或外国人
,

尤其在今天对

儿匀乡犷认乡..

① 参阅H
.

L
.

A
.

H
a r t

:

《惩罚与责任》第 20 。页
.



外开放的情况下
,

这些涉外事务也越来越广泛
。

一国宪法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所具有的功能和影响力
,

这可以说是笔者对
“

宪法的涉外作

用
”
这一宪法现象的概括

。

( 一 ) 从宪法自身特点来考察宪法的涉外作用

宪法是一国之根本大法
,

这一特殊的
、

优越的地位决定了宪法具有殊特的涉外作用
。

首先
,

从宪法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来看
。

任何法律都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
,

但是宪法是

其中代表国家主权最集中
、

最权威的法律文件
。

一个主权国家必有一部宪法
,

也只有一部宪

法
。

关于这一点
,

我对荷兰两位宪法学者的观点很有同感
。

他们在 《 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 》

中谈到
,

宪法是
“
国家的出生证书

” ,

当国家在对外交往时
, “

宪法可能用来作为一个
`

名

片
’ ” , “

一个国家有一部宪法已成 了一种礼仪上的必要
” ,

他们还说
,

宪法
“

往往被看作

一个国家有权与其他国家享有同等待遇的国家权利的确凿证明
。 ” ① 可见宪法在对外交往中

的意义与作用
。

其次
,

从宪法内容特点来看
。

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带根本性的问题
,

而其中必然包括或

涉及诸如这样一些内容
: 国家主权

、

对外政策
、

外交权等等
。

另外
,

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

要

求各国运用国内法
,

尤其是宪法
,

来保证国际法在国内得到严格的遵守
。

可见一些涉外事务

已成了非由宪法规定不可的内容了
。

第三
,

从宪法效力与稳定性来看
。

宪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的 法 律 部

门
,

具有最强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

因而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权威的
、

最值得信赖的记载和宣

言
,

必非宪法莫属
。

它为本国对外交往事务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
,

它为交往国也 提供 了 了

解与交往的最权威
、

最稳定的依据
。

宪法作为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
,

它不光有社会作用
,

还有
“
规范作用

” 。

⑧ 研究宪法作

用而不重视其规范作用
,

就会疏忽一个关键问题
:
宪法社会作用得以发挥的途径

。

正如管子

说的
,

法之所 以能
“

兴功惧暴
” 、 “

定分止争
”

( 社会作用 )
,

是 因 为 法 是 一 种
“

规 矩 绳

墨”
( 规范作用 ) ③

。

宪法规范作用的考察角度是把宪法仅仅看成一种行为规范
,

是在舍弃了

法的社会物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考察
。

一旦把宪法的这些规范作用放进社会
,

和特定的社会物

质生活联系起来
,

那就发生 了社会作用
。

比如我国宪法第18 条关于允许外资入境的规定
,

从

规范作用上考察
,

至少有这样一点
:

给外国人传递信息并进行预测
。

而如果把第 18 条规定的

作用概括为
:

保障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
,

那么这就是该条款的社会作用了
。

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澄清
,

即宪法的涉外规定与涉外作用的关系
。

既然制宪者对涉外事

务作了宪法规定
,

总是期望宪法能够发挥一定的涉外作用
。

因此可以说宪法的涉外规定是宪

法涉外作用的一种表现 ( 但仅仅是一种表现 )
。

一国采用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涉外事务的内

容
,

说明宪法规范被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
。

用宪法来规定一些涉外内容
,

这一作用 是 国 内

普通法所不可替代的
。

但是宪法的涉外规定与涉外作用是不能等同的
,

它们的关 系 又 是 一

种
“ 法律的应然

”

与
“
法律的实然

”
之间的关系

。

有了规定只意味着
“
应然

” ,

只有通过实

施它
,

才会发挥出实际作用
。

( 二 ) 宪法涉外作用的历史线索与国际趋势

① 〔荷〕 亨利
·

马尔赛文等
:

《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
,

陈云生译
,

第 3 52 页
.

② 参见 《牛津法学论文集 》第 2卷
,

第 28 。页
。

③ 《管子
·
七 巨七主 》



宪法自从近代问世以来
,

就有了若干涉外事务的规定
。

即使是被视为宪法雏 形的英 国
《 大宪章 》 ,

其中已有关于交战国商人在英国通行的待遇的规定
。

1 7 9 8年美国宪法第 11 条修正案的来历是一个典型的
、

富有启发性的事例
。 ① 17 9 3年英国

债权人的管理人切斯霍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控告曾没收其被代理人财产的佐治亚州政府
。

法院判原告胜诉后
,
州政府作为被告 ( 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指控的 ) 的案件纷至沓来

,

各州

政府承受不 了这种压力
,

便向国会提出建议
,

要求限制对州政府的诉讼指控
。

国会经周密地

考虑
,

认为有必要对此作规定
,

于 1 7 9 8年 1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 n 条
,

限制了他州公民
、

外国公民和外国属民对州政府的起诉权
。

这是一国运用宪法工具来处理涉外事务的较早的一

个事例
,

也是一国运用宪法工具来维护本国利益的较早的一个例证
。

但是不同的时代
,

宪法

涉外作用 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

了解一下宪法史的线索
,

能使我们摸准宪法涉外作用演变的

脉胳
。

近代宪法初创阶段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
,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 时的利益主要是

国内的
。

国际关系间题在当时政治思想
、

宪法学说中并无多少位置
。

从宪法涉外作用上讲也

是比较单一的
,

更多的只是着眼于对本国利益的消极维护
. ,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
。

这与国际法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

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近代

宪法的涉外作用
。

一战以后至二战结束的时期内
,

宪法的涉外规定增加了一些
,

宪法涉外作

用从原来的单一性特点也逐渐变得多元化了
。

比如宪法既有对殖民事务的肯定
,

也有维护世

界和平的零星条款②
。

也出现了运用宪法来保证国际条约遵守的某些事例
。

比如 19 18年美国

候鸟条约法案违宪案
。

联邦法院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一次司法审查
, ⑧对 象是 美英

19 1 6年
“

保护候鸟条约
”

及 1 9 1 8年美国
“

候鸟条约法案
” 。

判决结果是
:
驳回密苏 里 州 关

于
“ `

候鸟条约
,

与
`

候鸟条约法案
、

违宪
”

的指控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内
,

宪法在国际交往中的意义和地位 日益重要
。

各国宪法出

现了一个共 同趋势
,

即涉外事务的规定越来越多
,

并向国际法靠近
。

据统计
, ④ 从 14 2 个联

合国成员国的宪法 ( 截止于 1 9 7 6年 3月之前制定的 ) 来看
,

有 1 18 部规定了国际条约间题 , 而

未规定这一内容的 24 部宪法中
,

也有大多数涉及到国际关系间题 , 明确规定国内法与国际法

关系的达 44 部
;
明确规定

“

主权国家
”

或
“
国家主权

”

的
,

有 85 部 ; 明确提到
“
促进和平

”

的多达 80 部 , 明确规定宪法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
,

也多达 36 部
多 至于各国对 自己外交权及其

它外事权的规定
,

恐怕是不会有例外的
,̀

究其原因
,

可追溯到二战后的那个年代
。

大战除了

留给世界一片硝烟与废墟之外
,

也给人类留下深刻的教训
。 1 9 4 7年

,

日
、

意宪法的
“

放弃战

争
” 、 “

诚守国际条约
” 、 “

对主权作必要的限制
”

等条款就是颇具代表性的
。

应当看到的

是
,

二战后宪法涉外作用发挥得更多也更错综复杂了
。

和平与合作的主旋律中
,

也 时而夹杂

着运用宪法来干涉他国内政
、

损害国际正常秩序的明枪暗箭
。

综上所述
,

从国际范围来看
,

宪法的涉外作用 已是不容忽视的
,

因而我们应当对本国宪

法的涉外作用进行必要的研究
。

美 国宪法第 “ 条 修正案规定
“

对于他州人民外国人 民或 外国属民控诉合众 国任何一州的案件和在普通法或衡平法

上 的案件
,

不得 由合众国法院审理
” 。

见《威玛宪法 》第6条和序言部分
。

荆知仁
:

《美国宪法与宪政 }
,

台湾三 民书局
,

第“ 页
。

(荷 ) 享 利
、

马尔赛文 等
:

《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 》
,

陈云生译
,

第 3章
、

第 4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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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国宪法涉外作用应有的表现

我国宪法涉外作用可以作两方面的划分
,

一是规范作用
,

二是社会作用
。

( 一 ) 我国宪法涉外的规范作用

1
.

声明与指引作用 我国宪法的有关规范是中国外交政策与涉外事务处理态度的声明
,

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指引行为的作用
。

比如第 32 条规定
: “
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

法权利和利益
,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法律
” 。

它以宪法这一特有

的规范形式声明了中国对境内外国人法律地位的确认
。

这一条款也为境内外国人的行为提供

了行为模式
,

起到指引的规范作用
。

2
.

信息与预测作用 我国宪法规范给国际社会发出了代表中国诸方面政策的最权威的信

息
,

这些信息包括了政治的
、

经济的
、

文化的
、

外交的重要原则与制度
。

现行宪法颁布的那

段 时间里
,

外电外报纷纷评论
。

其中的热点之一— 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
,

就引起了许多

话题
,

有的说这意味着
“
中国在法律上将同文革时代诀别

” ① ,

有的说
“
这是现阶段国情的

产物
,

大概在经济环节方面
,

其与国情发展的适应程度的有效性会发展至本世纪末
” 。 ② 国

际社会习惯于根据一国宪法的规定来预测该国的发展
。

对中国宪法来说
,

它同样有这样的效

果
。

3
.

依据或蓝本作用 我国宪法规范是我们制定涉外法律
,

签订或加入条约
,

以及处理其

它涉外事务的最高法律依据
,

也是外国与中国开展交往的重要依据
。

诚然光靠一 部 宪 法 不

足以调整涉外事务中的社会关系
,

因此我们还根据宪法制定了一般的法律
、

法规
。

这些涉外

法律
、

法规往往都在第一条规范中阐明该法的目的
、

任务或依据
、

渊源
,

而它们总是脱离不

了宪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
。

这些法律
、

法规的制定
、

修改和废止都是以宪法为依据的
,

与宪

法相抵触的一律无效
。

在签订或加入条约以及处理涉外事务时
,

仍然不能忽视宪法的依据作

用
。

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坚持平等互利
、

对外开放原则
,

注意给外商以实惠
,

比如涉外税收

所采取的
“
税收从轻

、

优惠从宽
、

手续从简
”

原则
,

就充分体现宪法的有关精神
。

对于我国

境内的外国组织和外国人在开展经济
、

政治和文化活动时
,

宪法也必然成为他们的最高的行

为准则
。

4
.

教育与评价作用 我国宪法规范为我国公民
、

国家机关
、

社会组织提供 了国际主义
、

涉外纪律
、

涉外政策等方面教育的教科书
。

这种教育作用虽是宪法对内规范作用的一种
,

但

也是涉外规范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

此外
,

人们根据宪法的涉外规定可以对他人的行为是否

符合宪法而进行评价
、

判断
。

5
.

强制作用 我国宪法规范在涉外事务上同样具有强制作用
。

这为保证宪法在涉外事务

中得以严格遵守和执行
,

提供了强制力量
。

这显然不等于运用宪法 ( 国内法 ) 来调整国际关

系
。

在涉外关系中
,

宪法是本国最高法律依据
, 我国公民

、

国家机关
、

社会组织以及境内外

国组织与外国人如有违反宪法涉外规定的
,

特定国家机关可以通过宪法特有的强制性措施与

方式对他们进行处理
? 比如依部门法之规定来追究违反外事纪律

、

叛逃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

由特定机关撤销
、

改变违宪的涉外法规
,

等等
。

①
.

共同社
”

评论
,

参见 1 9 82年 12 月 6日《参考消息 》
。

② 参见 1 982 年 12 月 7日香港《财经 日报》社评
.



(二 )我国宪法涉外的社会作用
1

.

保障中国独立 自主政策的执行
。

我国宪法序言严正 声明
:“

中国坚持独立 自主的外交

政策
。 ”

它为对外交往
、

制定涉外法规
、

处理涉外事务提供了宪法依据
,

并以根本法特有的

强制性来保障我国独立自主的立场
。

2
.

保障并促进我国对外经济
、

技术和文化交流
。

我国宪法声明中国要
“
发展同各国的外

交关系和经济
、

文化的交流
。 ”

这是对外开放的宪法语言
。

同时还声明了对外交流的一系列

具体措施
。

它给我们对外交流提供了宪法依据
,

也起到了指引的规范作用
。

3
.

保障国际法原则在国内得以贯彻执行
。

根据现代国际法原理
,

国内法不仅仅必须保证

国际法某些原则和规范在国内得到严格地遵守
,

并且国内法还应吸收国际法的某些原则和规

范作为补充
,

成为国内法规范 的组成部分
` .

作为宪法更是如此
。

比如国际法上反对侵略战争

的原则被许多国家载入宪法
。

我国宪法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表现
。

比如在宪法中声 明 和 平 共

处五项原则 ; 根据国际法关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间题作了相应的规定
;
就反对侵略战争也作

了规定
,

等等
。

这一系列的规定
,

以根本法的形式保障了国际法公认原则在国内得以贯彻与

遵守
。

4
.

维护国家主权
,

促进祖国统一
。

维护国家主权固然是各国宪法的重要内容
,

但我国国

家主权还有着特殊的国情成份
。

半殖民地的历史留给我们香港与澳门主权的问题
,

以及台湾

统一的问题
。

而这些间题的解决势必涉及一些外国因素
,

尽管大陆与港澳的关系 常被 称为
“
区际关系

” ,

但其中有涉外因素是无疑 的
。

宪法声明
“
国家在必要时要设立特别行政 区

”

“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 。

这些声明显然是我们处理国家统一事务所

必须遵循的依据
,

它们对我国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
、

祖国统一起到重要的作用
。

5
.

保障国家机关的外交权行使方面的作用
。

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
而

外交权是国家主权的对外运用
。

我国宪法对外交权的行使作了明确的规定
, 包括决定战争与

和平
、

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

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
、

规定外

交人员的衔级制度
、

决定特赦
、

决定宣布战争状态等等
。

这一系列规定起到调整国家机关职

权关系
,
保障国家外交权的正常行使的作用

。

6
.

保障其他涉外事务的正常进行
。

比如我国宪法规定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
,
保护 中国境

内外国人的正当权益
,
确保国家安全

、

荣誉和利益等等
,
都以根本法的形式向国际社会发表

了声明
、

起到了对这些方面的保障作用
。

三
、

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宪法的涉外作用

现实告诉我们
,

发挥宪法的涉外作用对我国坚持独立自主 的立场
, 继续改革开放有着现

实意义
。

这个提法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主观臆断
。

诸方面的客观
、

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去重视这

个问题
。

首先
, 它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客观要求

。

在现代经济加强国际间相互依赖的今天
,
我们对

外开放是势在必行的
。 “
我们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

” , ①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合作的基础是双

方相互的信赖
,
而这种信赖是建立在国策的政治保障之上的

。

生活中常说
“

政策稳定
” ,

从

法治的眼光来看
,
就是 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的稳定

。

所以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对外国
、

外国合

O 《中国对外开放工作实务手册 》
,

工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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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调
,
中国的法律会逐渐完备的

。

可见作为根水法的宪法对外国 合作者来说
,

在他们心

目中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

其次
, 它是进行国际斗争 的需要

。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

代 ,
时而也夹杂着明枪暗箭

。

世界的缓和只是有限的缓和
, 两种社会制度

、

两种 意 识 形 态

的矛盾与斗争的严重性也不容忽视
, 我国宪法声明独立自主政策

,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严正立场
,
并不是没有针对性

, 更不是一种政治短视
。

最后
,

外交手段的发展变化也要求我

们重视这个间题
。

从坚船利炮
、

割地求和的外交
,
从唇枪舌剑

、

雄才美女的外交
, 直到今天

的法制手段的运用
, 历史的演进使国际社会 已充分意识到

“

法
”
这个工具对维系国际秩序是

何等的重要
。

法律手段在现代国际交往中占了主导地位
,
这可以说是外交手段的法治化

。

在

这种变化发展中
,
宪法无疑承担着国家所赋予 的涉外职能

,
走向了国际舞台

。

因此
,
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宪法的涉外作用

。

在这一方面所要付出的努力是必要的
, 也是

艰巨的
,
复杂的

。

( 一 ) 树立宪法权威是发挥其涉外作用的前提

回顾历史是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
。

法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究竟怎样呢 ? 善

于考察历史的人不会否认
: “

人治
”

传统也严重渗透到对外交往之中
。

历代封建王朝沿袭那

种靠能人雄才
,

对外联姻的手段进行很有限的一些外交活动
,

而法在其中没 占多少位置
。

这一

方面取决于闭关自守的政策
, 另一方面也受

“

人治
”
的支配

。 “

人治
”
社会连国内法的权威

都没有
,
也就谈不上有涉外立法的立身之地了

。

到了 1 8 4 0年中国被鸦片与枪炮冲 开 国 门 之

后
,
除了不平等的条约之外

,
仅有的一些涉外法律条文这时也 己成为一纸空文 了

。

一个国家

连主权与民族尊严都被丧失殆尽了
,
还谈什么涉外法律 !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主权
,
对外交往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

但是国内法制建设在

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被极左路线毁掉 了
。

文革时期的宪法对涉外事务的规定
, 不仅条文少得出

奇
,
而且其内容是不够科学

, 甚至是荒唐的
。

这部宪法除 了不得不规定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之外
,
却把

“
革命

” 、 “
世界革命

”

捧得很高
,

而对世界和平
,

在总体上是否定 的
。

从 建 国

到 19 7 9年
, 我国涉外法制很不完备

, 宪法的涉外作用也没被重视
。

而问题的关健是在于没有

真正重视宪法
,
树立宪法的权威

。

在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要充分发挥宪法 的涉外作用
。

而做

到这一点的首要条件和根本保证是
,
在国内提高宪法的权威

。

我国在对外交往方面
,
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

“

人治
” ,

不重
“

法治
”
的现象

。

在今天

的国际事务中
, 一个国家不能再完全依赖于领导人个人的才干和威望

。

而应当把法的权威树

立起来
。

因为法在对外交往中能起到重要的信用和媒介作用
。

加拿大前外长马克
·

麦圭根博

士在题为 《 加拿大
·

中国和法治 》 的演讲中说得好
, “

正是法律观念
,

超过其它 一 切
,
能

有助于我们跨越 由于地理
、

思想意识和不同的发展水平所造成的距离
” , “

在一切商业关系

中
,
尤其在涉及不同的经济

、

社会和法律制度 时
,

就需要有肯定性
、

可预见性和信心
” 。

①

我想
,

这种肯定性
、

可预见性和信心正是法律的特征之一
,
也是法律的一种理念

。

而宪法的
“
肯定性

” 、 “
可预见性

”

则应当是更加显著的
,
其媒介

、

信用功能也是一般法律所不可代

替的
。

只有树立宪法权威
,

我们才能实现对外政策的稳定
, 让国内外都感到我们的政策是值

得信任的政策
, 我们的政府是值得信赖的的政府

。

( 二 ) 应当研究宪法涉外作用的若干具体问题

① 《中国国际法年刊扒。5 2年
,

第2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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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应当如何加强宪法的对外影响?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有几次对外讲

话 ,
对我们来说应当是很有启发的

。

他在 19 8 8年参加澳大利亚二百周年法律大会上所作的题

为 《 发展 中的中国经济立法和经济审判 》 ① 的讲话中
, 一

于分重视宪法的对外宣传
。

讲话全文

有 8处提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

宣传宪法有关 内容和精神的多达 10 余处
。

由此 ,
我想

到
,
我们何不经常地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我国宪法 的有关内容 ? 比如在一些国际性会议

、

记者

招待会
、

谈判
、 “

三资
,
企业中来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

, 让外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宪法与中

国法制
。

第二
,
宪法是否应进一步明确一些原则性规定 ? 比如经济特区建设的问题

,
宪法中没有

出现这一概念
。

而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

涉及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间题
,
某种意义上讲

,

它也属于国家根本性制度的一部分
。

何况经过近几年来的实践
, 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重要的

成绩
,

为对外开放政策取得 了良好的经验
,

如不作规定有这样几方面的不妥
:

( 1 ) 我们要制定

经济特区法
,
但严格来讲这是没有直接的宪法依据的; ( 2 ) 在经济特区投资的外商总希望

特区政策能保持稳定
,
而宪法中没有规定则显得不够正规

,
让他们感到心中不踏实

。

再比如

说
, 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

、

国际条约的关系间题
,
宪法也未作规定

。

但是许多法律
、

法规中

是作了规定的
, 比如 《 民法通则 》 第 8章

, 《 涉外经济合同法 》 第 6条
, 《 商标法 》 第 9条

,

《 专利法 》 第18 条
, 《 民事诉讼法 ( 试行 ) 》 第 19 章等等

。

可以说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
,
我们几乎每一个立法都应考虑到涉外的因素

,

既然如此
,

不如明确归纳出一种基本的原

则规定到宪法之中
, 以作为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指导原则

。

从世界范 围来看
,
许多国

家对此都作了宪法规定
,
我们规定了

,
也体现国际间的对等原则

。

第三
,
在涉外法制建设中

,
如何充分发挥宪法 的作用 ?

“

涉外法制
”
在我国法制实践中

日趋完善
、

成熟
。

从它的各环节来考察
,
便可以看到这种规模了

。

首先
,
涉外立法上取得 了

很大成绩
。

1 9 8 5年
, 我国涉外经济法规就有五

、

六十件
。

到 1 9 8 8年
,

增加到了80 个
。

其次
,
涉

外司法工作 已从不完善走向基本完善
。

对涉外民事
、

经济纠纷案件
,

法院审判工作基本上做到

了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保护外国人正当权益
,

公正无私
,

对中外当事人一视同仁
。

再次
,
涉外

行政执法工作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

在涉外法制方面看到成绩的同时
, 也应当看到一些不足

。

比如涉外立法的系统性
、

计划性还不够强
,
涉外司法

、

执法的统一性
、

严肃性还存在问题
。

宪法涉外作用
,
作为一个新课题

,
其值得研究的 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 远不止上述提及的

间题
。

1 9 9 0年北京世界法律大会确定
“
法律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

”

的 口号 ,
研究宪法的人

们不也能从中悟出更多的想法吗 ?

( 作者单位
: 杭州大学法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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