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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保障

仪 喜峰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 ， 上海

摘 要 ：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 ，保障人格尊严既是
“

规范宪法
”

的 必然要求 ，也是判 断宪法

正 当性的重要基石 。 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 宪法规范必须完 备 、 充分 ， 并积极吸收 国 际条约 中 的 人格尊严

条款 ； 宪法 的正 当性可 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 、标准复合性 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加 以体现和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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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从人格尊严保障的角度 对该宪法规范与宪

法正当性 （ 第 个证 明路径 ） 的关系予 以学理论证

在宪法中 ，

“

人 的 尊严
”

具有极 为 重要 的意义 ， 和阐释 ，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

被誉为现代宪法的
“

核心价值
”

，甚至被德 国学界定
苗

位为
“

最上位之宪法原则
”

，现代宪法基本都有关

—

、入 —

于
“

人的尊严或人格尊严
”

的
“

宪法规范
”

条款 。 宪 人格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能独立享有权利并

法的正当性问题属 于宪法哲学范畴 ， 对该命题的证 承担义务的资格 ， 每个人不论其 自 然属性有何差别 ，

明与判断 ， 主要沿循 个不 同 的理论路径展开 ：

一是 都有其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存在资格 。 就历史渊源而

向 宪法规范之外追寻 。 宪法 的正当性没有任何上位 言 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可谓早 已存在 ，但人格尊严

法可 以依据和证明 ，故而源远流长 的西方宪政史
一 写人宪法却是在 世纪 年代 。 早期宪法文本 中

直将
“

自 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
”

作为宪法 的
“

高级 虽然高举
“

人权
”

的理论旗帜 ， 并极尽所能地列举 了

法
”

背景 ，把
“

上帝 和 基督教
”

视 为 宪法 的
“

超验之 诸多人权条款 但
“

人格尊严
”

的用语在近代宪法 中

维
”

。 二是 向 宪法规范之 内 追寻 ，

“

在理论上确 却付诸 阙如 。 美 国 《独立宣言 》及 年欧洲大陆

认权利规范于整个宪法规范 中 的价值核心地位 ， 进 第 部宪法 《法 国宪法 》 中并没有该词语 。

“

人的尊

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
” ⑷

，此时 ， 宪法 严
”

最早人宪当属 年德 国 巴伐利亚州 的宪法 ，

的正当性问题转化为对
“

规范宪法
”

的判定 ，

一个具 该法第 条规定 ：

“

立法 、行政及 司 法 ， 应尊重人

备正 当性的宪法必定是一部体现 了 立宪主义精神 ， 的尊严
”

， 这是人类历史 上首 次把人 的 尊严转化为

承载了特定理念并嵌人了 内在价值取 向 的理想类型 宪法上应受保 障 的权利 其后 《德意 志联邦共和

的宪法 换句话说 宪法的正 当性需依赖于蕴含 了价 国基本法 》 第 条第 款规定 ：

“

人之尊严不可侵

值判断的宪法规范的正 当性 。 自 近代立宪 国家产生 犯 ， 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 国 家机关之义务
”

，

以后 ，

“

人 被 确 立 为 一 切 政 治 制 度 与 行 为 的 目 将尊重和保护
“

人之尊严
”

确立为 国 家对人 民 的
一

的 ， 由 于近现代宪法几乎均将尊重和保障人权 、 项义务 。 德国 的这一规定可谓影响深远 意义非凡 ，

限制和规范公权力作为最高宗 旨 ， 涉及
“

人格尊严
”

这或许 与 德 国 人痛定思 痛 并深刻 反思 息 息 相关 。

条款的 内容及其完备程度既是
“

规范宪法
”

对宪法 《俄罗斯宪法 》第 条规定 ：

“

个人尊严受 到 国家保

规范的必然要求 ， 也是判断宪法正 当性 的重要基石 。 护 。 任何事情都不得成为贬低个人尊严的理 由 。 任

鉴于此 ，笔者不揣浅薄 拟采取文本 比较和价值分析 何人都不应受到拷打 、暴力 、其他残酷或贬低个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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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的对待或惩罚 。 任何人都不得在非 自 愿同意的情 当性的必然要求 。 人格尊严正
“

以其一般化 、抽象

况下被用来进行 医学 、 科学或其他试验
”

。 随后 ， 化之人权实质 ，有别于藉 由 具体之契约及法律关系
“

人的尊严
”

逐渐在各种 的 国 际公约得到体现 并被 所形成之个别权利 ， 成为社会生活 、 国家生活成立是

许多 国家写人宪法 当 中 。 年第二次世界人 否具备正 当性之价值判断基点
” °

。

权大会制定 的 《维也纳宣 言和行动纲领 》 在序言 中
一

规定 ：

“

切 人 权 都 源 于 人 类 固 有 的 尊 严 和 价
宪法对人格尊严保障的要求

值
”

。 我国现行宪法第 条也规定 ：

“

中华人 民 从规范宪法 的 角度说 ， 它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

共和 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 禁止用任何方法 宪法规范必须完备 、充分 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 中 的

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 。

”

人格尊严条款 ， 同时还必须将基本权利规范 的价值

康德说 ：

“
一个有价值 的东西能被其它东西所 覆盖和渗透到部 门法领域 通过宪法本身 、 国际条约

替代 ，这是等价 ； 与此相反 ，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 ，没 及下位法三者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来具体表现宪法的

有等价物可替代 ， 才是尊严 。

”

宪法 以人的不可替 正当性 。

代性作为逻辑起点 ， 要求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必须 （

一

） 宪法层面上的人格尊严保障应予 完备

被平等对待 ， 而不能把人当做手段或工具 。 具体说 ， 在西方宪法 中 ，

“

人 的尊严
”
一词应用广泛 。 如

它涵盖以下 个方面的 内容 ：

一是人格独立权 ， 即每 《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基本法 》 第 条第 款规定 ：

个人所享有的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支配和干涉的权
“

人之尊严不可侵犯 ， 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

利 。 宪法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 以任何方式否定他人 国家机关之义务
”

； 第 条第 款规定 ：

“

人人有 自

的独立人格 ， 也不允许 国 家侵犯个人 的人格 独立 。 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 ， 但 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

二是人格 自 由权 ，指人格不受非法约控制和拘束 的 违犯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 限
”

。 我 国 《宪法 》第

状态 。 自 由 乃与生俱来 ， 它是维持人 内在价值独立 条规定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 民 的人格尊严不受

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 如果一个人充分享有人格 自 侵犯 。 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

由权 他就能充分发挥 自 己 的潜力 和积极性 ， 反之 ， 告陷害 。

”

该条前段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 民 的人格尊
“

当
一个具体的个人 被贬抑为物 （ 客 ） 体 、仅是手段 严不受侵犯

”
一句 ， 可理解为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规

或代替之数值时 人性尊严 已受伤害
” °

。 三是人 范性语句 ， 表达了类似于
“

人的尊严
”

这样的具有基

格平等权 ，

一个人不论民族 、种族 、性别 、职业 、家庭 础性的价值原理 ； 该条后段
“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

出身 、宗教信仰 、居住期 限和拥有财富的状况等社会 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 害
”
一句 ， 与上述 的前段

因素不同 ，
也不论性别 、容貌 、身高 、肤色等 自 然属性 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规范性语句 ，结合成为一项

的差异 都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 。 四是人格受尊重 个别性权利的保障条款 ，

“

从第 条前后段之间 的

权 ，尊重和保障人格尊严 符合人天生 的 内在需求 ， 直接勾连关系看 ，前段的规定 ， 同时还可理解为是确

宪法保障每个人
“

被尊重
”

的精神权利 ，

“

确保人在 认了作为一项个别性权利 的人格尊严 的条款
”

，

精神上有一种充实感
” “

不仅意味着健康和活下 即
“

人格尊严
”

也可 理解 为宪法上 的一般人格权 。

来的权利 ，而且也意味着享受人生的权利 ，这包括避 这样就理顺 了二者之间 的关系 ，

“

人 的尊严作为人

免某种形式的心理上或生理上痛苦 ， 不致担心 自 身 权的基础 和来源也就获得 了 正 当性 。

”

我 国 《 宪

受伤害和损害 … …免遭个人隐私的侵犯等 。

”

法 》第 条规定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 民在行使 自

从宪法文本 中涉及
“

人格尊严
”

的条款及 内 容 由 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损害 国家的 、社会的 、集体的

看 ，

一方面 ，可 以认为 ：人格尊严权是一项与生俱来 、 利益和其他公民 的合法 的 自 由 和权利
”

。 这条在宪

不可剥夺的权利 。 正如卢梭于 《社会契约论 》 中雄 法理论上往往称之为
“

权利义务相对性
”

条款 ， 对宪

辩地叙述 ：

“

放弃 自 由 ， 就是放弃做人 的资格 ， 就是 法第二章规定的诸多权利构成实质性 限制 ，但该规

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义务 ， 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 范对
“

人格尊严
”

条款并不构成 限制 。 原 因在 于 ，

性的 。

”

中 国 台湾地 区学者李震 山也说 ：

“

人的生
“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 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

命一形成 ， 即有其尊严 至于其是否能意识或知道 自 害
”

已经昭示 了人格尊严 的绝对性 ， 其 内 在蕴含着

行保有尊严 ， 并不重要
°

。 另一方面 ，
也可 以认 无论任何人均不得 以任何方式侵犯公 民 的人格尊

为 ：

“

人格尊严
”

是公 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 ， 保障人格 严 这凸显 了人格尊严具有超越一般宪法权利 的独

尊严既是宪法的宗 旨与主题 也是宪法实现 自 身正 尊地位 。 基于以上分析 ，

一部规范宪法就必须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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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尊严保障的宪法规范具有绝对性 。 人格尊严条款及其精神来理解和解释其含义 。

吸收

（
二

） 国际条约 中 的 人格 尊严 规范应 予借鉴和
三 、人格尊严保障对宪法正 当性的证明

国 际条约 当 中 涉及人格尊严的条款可谓 比 比 皆 宪法有别 于其他法律的特征之一 ， 在于它确认

是 。 《世界人权宣言 》 在序言 中 宣 称 ：

“

鉴 于对人类 了公 民的基本权利 。

“

维持宪法的正统性和框定基

家庭所有成员 的 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 本权利功能之间 的关系 问题 ，

■不可忘记的是 宪

的承认 乃是世界 自 由 、正义与 和平的基础 ， 发布这 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确定实际上是宪法维系 自 身正

一世界人权宣言 作为所有人 民和所有 国 家努力实 统性存在 的基石所在 。

” …
随着世界宪政与人权事

现的共 同标准
”

；第 条规定 ：

“

人人生而 自 由 ， 在尊 业的发展 ， 人格尊严获得 了广泛而充分的保障 可 以

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 他们赋有理性 和 良心 ， 并应 从主体的广泛性 、标准 的复合性 以及保障方式的 多

以兄弟关系 的精神相对待
”

； 《联合 国 宪章 》 开篇写 样性等多角度对宪法正当性进行综合考察与证明 。

道 ：

“

我联合 国人民 同兹决心 ，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 （

一

） 人格尊严的主体范畴体现了宪法正 当 性

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重 申 基本人权 ，人格尊 在近现代社会 中 ，人格尊严的主体被限定在一

严与价值 以 及 男 女 与 大小各 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

。 定的范围之 内 。 闻名于世的美 国宪法从一开始并未

《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 国 际公约 》 和 《公 民权利 和 规定黑人和妇女的选举权 ， 后来也 只是规定 了 有色

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均规定 ：

“

依据联合 国 宪章所宣 人种不完整的选举权 ； 法 国 《人权宣言 》规定 只有成

布的原则 ，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 的 固有尊严及其平 年并且有财产 的 白 种人 ， 才具备完整 的生存和发展

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 自 由 、正义 的权利 。 在当代 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个体 ，不论其 自

与和平 的基础
”

，

“

确认这些权利 源于人 的 固 有尊 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何差异 ， 都平等地拥有其人格

严
”

。 《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 国 际公约 》第 条规 尊严 故人格尊严的主体应及于所有 自然人的范 围 ，

定 ：

“

所有被剥夺 自 由 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 固 卩

“

人格尊严
”

具有广泛 的普遍性 。 具体而言 ， 究竟

有尊严的待遇
”

。 国家加人的国际条约是宪法的 哪些人是人格尊严的宪法主体 ？ 笔者认为 ， 应 当包

渊源之一 ， 因此 ，我 国宪法必须与所参与 的 国际条约 括本 国人和外 国人 。 从宪法 的适用范 围看 ， 宪法适

具有一致性 ， 坚持和遵守相应 的人权精神 和人权规 用于整个主权 国家 ， 国 家 的每个公 民都应 当享有宪

范 ， 对 内履行保护人权 的义务 ， 对外 自觉接受 国际人 法规定的一切权利 ，履行宪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故本

权公约的监督 ， 如此才能符合其正 当性 的要求 。 因 国公 民是人格尊严 的 当 然 主体 。 对外 国人而言 ， 其

此 ， 宪法正当性视野下 的人格尊严保障要求该规范 也应 当是人格尊严的宪法主体 。 从人格尊严的含义

与 国 际接轨 ， 并对条约 中 的人格尊严规范充分借鉴 上可 以看 出 ，人格尊严是人之所 以 为人的基本要求 ，

和吸收 。 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 它体现的是人本身 的

三
） 部门法应予落实宪法的人格尊严规范 内在价值 所 以外 国人在任何空 间领域也应 当享有

人格尊严不能仅依靠宪法本身进行维护 。 宪法 基本的人权 。 同时 ， 人格尊严 的主体应是作为个体

处于一 国法律体系所构筑的金字塔的塔顶 ， 具有提 的人 而不宜将
“

作为集体的人类
”

当做人格尊严的

纲挈领的意义 ，它对部 门法起着正 当性论证的作用 ， 主体 。

“

经验教训 已 经证 明 ， 集体人权须 以个体权

并基于价值判断对具体法律辐射着重要 的影 响力 ， 利为基础并且最终还原为个体权利
”

。 基于上述

从而将其灵魂渗透和贯彻到部 门法 当 中 。 因 此 ， 只 分析 将人格尊严的主体定位于作为个体的人是恰

有 当整个法律体系都如宪法那样体现出人的尊严和 当 的 。

人的价值 才能真正从整体上折射 出 宪法本身 的正 （
二

） 人格尊严的保障标准维护 了宪法正 当 性

当性 。 由此我们看到人格尊严在法律上 的层 次是 ：

“

各 国宪法在实现人格尊严问题上 ， 有所差别 ，

由
“

人格尊严
”

这一根本的宪法原则 引 申 到
“

人格尊 但概括起来 ， 主要包括 ： 尊重 、 保 护 和促进三 种方

严权
”

的宪法基本权利 ， 进 而转化为普通法律 当 中 式
”

这 项 既是 国 家 的基本义务 ， 也是判 断宪

的
“

人格权
”

。 可见 ， 宪法上 的人格尊严不仅是普通 法正 当性的基本维度 。 第一 ， 尊重 。

“

尊重
”
一词就

法律规定人格尊严 的立法依据 ， 也是对普通法律有 字面意思来说是指尊敬和重视 ， 国家把每一个公 民

关人格尊严规定进行违宪审查的审査依据 。 在适用 当
“

人
”

看待 ， 这不仅是 国 家在道义上 的宣示 ， 也是

普通法律上的人格尊严条款时 ， 应 当依照宪法上 的 宪法对国家的羁束性要求 ， 国 家负有尊重人格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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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侵犯人格尊严的消极义务 。 第二 ， 保护 。 保护 的 位和人的尊严 还要看宪法是否限制 了 国家权力 的

义务是指 国家应该积极采取措施 排除对人格尊严 滥用 是否规范了 国家权力 的运行 是否真正有效地

造成伤害的各种情形 ， 国 家通过建立制 度 限制 国家 被实施 。 在宪法的统领下 行政法 、刑法和诉讼法等

权力 的恣意而为 。 第三 促进 。 如上文所述 人格尊 部门法也积极地保障人格尊严 。 它们主要是防御和

严有其内在的最低限度标准 。 国家有义务保障每一 对抗行政权或司法权 。

一般公法上的人格尊严受到

个人的人格尊严都达到该最低 限度 ， 即 国 家有适 当 侵犯 是通过行政诉讼 、刑事诉讼等方式得到救济 。

给付的义务 。 福利 国家的兴起与 国家保障制度的建 我 国 《刑事诉讼法 》 以 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权为

立
，也都是为保 障人格尊严的 实现所作 出 的 回 应 。 核心 ，对犯罪嫌疑人所享有 的基本人权作 了 明确规

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有无义务主动促进人格尊严的 定 ，包括不受刑讯逼供权 、不受非法搜查权 、不受非

实现 ，而在于如何进行促进 如何确定人格尊严的最 法拘 留权 、不受非法逮捕权 、受强制措施后的 向家属

低标准 。 这牵涉到 国 家财富 的分配与再分配 ，

“

财 通知要求权 、拘 留未转逮捕的释放要求权 、与案件无

富再分配因其对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 、个人生活与 关问题拒答权 、释放证明权 、对讯 问笔 录的核实权 、

公共生活的 巨大影响 ，
巳成为宪法的核心 问题 。

”

重新鉴定 申请权以及补充鉴定 申请权等 。

三
） 人格尊严的实现方式保证了宪法正 当性

宪法通过积极和 消极 个方面来保障人格尊

严 。 宪法的正当性能通过赋权和惩罚 个方面进行 一部宪法是否规定了
“

人格尊严保障
”

的条款 ，

考察 。 宪法的本意是 限制公权力 ，保护私权利 。 宪 是判断该宪法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重要标志 。 保障人

法上的人格尊严 不同于私法上的保护 它是用来防 格尊严是宪法 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 向 ，也是宪法 的

御和对抗来 自 国家权力 的侵害 ， 而后者是用来防御 重要 内容 。 年宪法修正案落实了
“

人权人宪
”

，

和对抗来 自 平等主体的侵害 。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仅 这是我 国对人格尊严保护的重大推进 。 当前我 国应

体现在公民面对
“

私人
”

时 ， 更是体现在面对公权力 以保障人格尊严为基点 ， 通过强化宪法实施和司法

时 。 当与公 民地位平等 的
“

私人
”

侵犯到公 民 的人 审判的制度功能 进一步落实人格尊严条款在宪法

格尊严时 公民首选可 以先择私力救济 ， 当私力救济 中 的基本价值和重要地位 ，使其成为一般法律乃至

不能解决问题时 ，公 民则可 以选择公力救济 。 考察 宪法 的制定与修改的依据 成为 司法实践 中可 以 明

宪法的正当性 ，不仅要看宪法是否承认人的主体地 确适用 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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