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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人應山東省法學會憲法研究會與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邀請參加於 2017年 7月 29

日在山東省煙台市召開“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

第一屆部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並提交發表論文“文化憲法與文化資產保存法關於獎

勵補助與租稅優惠初探”並與山東省高校科研機構的法學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本次部門憲法理論研討會由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主辦，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承辦，

山東君孚律師事務所、北京尚公（煙臺）律師事務所協辦，邀請與會學者專家有來自日

本、台灣與大陸的諸多學者專家，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中央警

察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蘇州大學、杭州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青島大學、煙臺大學、

山東政法學院、山東工商學院、濰坊學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 5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

本次學術研討會以“部門憲法學理論”為主題，邀請本領域的法學研究者作主題報告論

文發表討論。會議研討共分三個單元，與會學者就部門憲法學基礎理論、部門憲法學研

究現狀與前瞻、部門憲法學比較研究、財政憲法研究、文化憲法研究、社會保障憲法研

究等議題展開研討與交流。後續本人應主辦單位安排前往之學術交流活動，為參加 2017

年 7 月 30 日所舉行的尚公法治論壇與 7 月 31 日赴濟南山東警察學院進行學術交流座

談。文化交流參訪活動為 8月 1日前往山東曲阜孔子文化園區參訪與 8月 2日煙台市歷

史建築參訪，8月 3日行程結束由煙台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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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所謂「部門憲法」做為憲法釋義學的一種方法，讓憲法解釋的內涵更貼近社會，以適

應憲法之變遷。因此「部門憲法」研究途逕，乃希望法律學者能夠將憲法基本國策涉及的

社會領域作切割，發展出各個部門，希望法律學者能夠加強各部門領域的基本研究知識，

正確認識各部門的社會現實與規範，並希冀從中歸納出較貼近社會現實的該部門的指導價

值。「部門憲法」最初在德國的提出，主要是為了強調憲法規範對於社會功能領域的影響

和滲透，並通過“憲法分則”的確立，來彌補囿於憲法內部的教義學發展所導致的，憲法規

範與社會現實之間差距漸大的弊端。 

    近年來國內憲法與公法學界已對此理論有諸多的論述研究，中國大陸學者於近年也對

此議題與相關理論亦有諸多關心與探究。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於2017年7月成立部

門憲法專業委員會，並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以“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的

理念為指引，共同推進部門憲法理論與實踐研究縱深發展。 

    本次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第一屆部門憲法理論研討會由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

研究會主辦，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承辦，山東君孚律師事務所、北京尚公（煙臺）律師事

務所協辦。邀請與會者有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中央警察大學、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和吉林大學、山東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蘇州大

學、杭州師範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青島大學、煙臺大學、山東政法學院、

山東工商學院、濰坊學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及山東省人大常委會等部門的50餘位專家學

者參加會議。 

    本次部門憲法學理論學術研討會以“部門憲法學理論”為主題，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

研究會邀請本領域的法學研究者作主題報告論文發表討論。會議研討共分三個單元，與會

學者就部門憲法學基礎理論、部門憲法學研究現狀與前瞻、部門憲法學比較研究、財政憲

法研究、文化憲法研究、社會保障憲法研究等議題展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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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人此次本人應山東省法學會憲法研究會與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邀請參加於2017年7

月29日在山東省煙台市召開“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

暨第屆部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並提交發表論文“文化憲法與文化資產保存法關於獎勵

補助與租稅優惠初探”。 

    本人於7月28日晚，赴台灣桃園機場搭乘山東航空抵達山東煙台，7月29日於煙台，一

整天為部門憲法理論研討會活動。本人於下午第二單元場次發表論文“文化憲法與文化資

產保存法關於獎勵補助與租稅優惠初探”並和與會的山東省高校科研機構的法學專家學

者們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後續本人應主辦單位安排，前往的學術交流活動為:參加7 月30日的尚公法治論壇與北

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朱孔武教授、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張獻勇

院長與尚公律師事務所張克山律師等學者專家進行學術交流以及7月31日前往濟南山東警

察院與山東警院進行學術交流座談。文化交流參訪活動為8月1日前往山東曲阜孔子文化園

區參訪、8月2日於參訪煙台市歷史老建築文化保存現況、8月3日結束交流活動搭機返台。 

 

參、  心得  

一、  議題重點  

    本次會議開幕式由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院長、教授張獻勇主持，宣佈山東省法學

會憲法學研究會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山東工商學院院長譚秀森、山東省法

學會副會長任偉、輔仁大學副校長陳榮隆、山東省憲法學研究會會長肖金明分別致辭。 

    譚秀森院長首先代表山東工商學院對與會代表表示歡迎，並簡要介紹了山東工商

學院的基本情況。譚院長認為，山東工商學院要建成高水平的財經大學離不開法學學

科的支持，因此今後要繼續高度重視法學專業建設與法學學科發展，進一步發展與兄

弟院校的關係，希望得到山東省法學會、有關院校和在座各位學者的支持、幫助與指

導。肖金明教授代表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向各位與會專家表示熱烈歡迎，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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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專家長期關注與支持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的發展表示誠摯感謝。 

    肖會長介紹了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創新組織形式和工作機制的情況，將借

鑑中國法學會的成功經驗成立的各個專業委員會定位為兼具密集性和開放性的憲法學

研究會組織形式與活動平臺，由學術興趣相同、學術領域關聯的專家學者組成並向國

內學者開放。希望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能夠廣泛聯繫志同道合者為深化憲法理論、完

善憲法規範、深入憲法實踐、提升憲法地位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會議主題報告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馬嶺主持，

並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菊池馨實，臺灣輔仁大學副校長、教授陳榮隆，臺灣中央

警察大學教授章光明，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上官丕亮分別作主題報告。 

    日本早稻田大學菊池馨實教授以《日本社會保障的憲法課題》為題作主題報告，

菊池馨實教授梳理了日本憲法中社會保障的相關條款，包括第二十五條中的生存權、

第十四條中的平等權、第十三條中的自己決定權與追求幸福權、第二十九條中的財產

權、第八十四條中的稅收法定主義、第二十六條中的教育權、第二十七條中的勞動權

等。菊池馨實教授從憲法文本、立法裁量與行政裁量、最高裁判所的判例等方面分析，

認為對公民最低生活保障進行扶助是實現公民憲法上基本權利的重要途徑，社會保障

制度對實現公民生存權與發展權、維護公民尊嚴、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重要意

義。在日本憲法學界，公民社會權利實現的問題正在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社會保障

憲法課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輔仁大學陳榮隆教授以《同婚的憲法問題》為題作主題報告，陳榮隆教授從司法

院釋字第748號出發，介紹評析了“同性婚姻自由案”。2017年5月，釋字第748號認為

“現行法令未保障同性婚姻、違憲”，要求主管機關修改相關法律，引發了臺灣社會

與法學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反對同性婚入法者認為，同性婚姻不利於家庭延續與人

口發展、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耗費大量立法行政資源、與倫理宗教等觀念衝突；

支持者則認為，同性婚姻與人口結構、健康狀況等並不直接關聯，自主選擇結婚對象

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應當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目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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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釋字第748號在語言上的模糊，並不能就同性婚姻的憲法權利問題進行充分說理，因

而建議就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問題抱持開放的態度，通過進一步的社會討論凝聚共

識。 

    中央警察大學章光明教授以《警察憲法的幾個問題》為題作主題報告論文重點，

章光明教授以臺灣為保障計程車乘客安全，不斷提高從業者駕駛人資格為背景，探討

了道路交通管理中的警察憲法問題。2004年，司法院釋字第584號認為，計程車駕駛人

前科犯工作保障權與大眾乘車安全之間應當取得合理平衡。章光明教授團隊通過採取

比較研究、刑案統計資料分析、民意調查、深度訪談與討論等方法，認為“乘客安全”

與“職業自由權”並非50:50的關係，層級分析法資料顯示二者的比重為73:27，多數

認為“乘客安全”重要性優於“職業自由權”。據此，建議酒駕危害公共安全入罪，

不再對走私犯罪者進行計程車從業限制，逾15年無再次犯罪並經過資格審議委員會審

議者可以辦理職業登記。 

    蘇州大學上官丕亮教授以《關於部門憲法的八點認識》為題作主題報告，上官丕

亮教授認為，憲法本身的屬性是根本法而非部門法，部門法有其特定含義，因而部門

憲法不是部門法；憲法與部門法應當邊界清晰、位階清楚，部門憲法不應包括與憲法

相關的法律法規，其實質只是某個領域的憲法規範的集合。部門憲法的劃分既要考慮

憲法文本，又要適應社會需要，無須一步到位。部門憲法研究意義重大，有助於更好

地認識憲法、有利於促進憲法實施、有助於豐富憲法內涵並增強憲法的適用力。部門

憲法學的實質是一種專題研究或者是憲法學的研究方法，部門憲法的深入研究可以發

展出特別的憲法學科。部門憲法學研究包括公民基本權利、國家機構、基本國策等內

容，但其出發點和重點應該是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部門憲法學研究可關注與憲法相

關的法律法規，但重點是關注憲法對法律法規的作用。 

 

二、  論文重點  

    我所提交的論文發表報告於會議第二場次，該場次係由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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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廣東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朱孔武主持。本場次有四位報告人，除本人外包括

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任喜榮作《國家文化義務履行的合憲性控制》主題報告，首都醫

科大學法律系教授張博源作《健康憲法的實質化及其展開》主題報告，山東政法學院

講師劉立敏作《設區的市地方立法前評估機制研究》主題報告，與談發言有青島大學

法學院教授門中敬、濰坊學院法學院教授趙寶華作與談發言。 

    任喜榮教授在《國家文化義務履行的合憲性控制》報告中認為，國家文化發展戰

略將自身設定為文化發展的全面的責任主體，導致了國家文化義務“過度”履行的特

殊法律實踐，其本質是國家權力在文化領域的積極擴張，需要探討其合憲性控制機制。

以憲法第22條和第47條為代表的文化憲法規範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導致上述情況發生的

規範基礎，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框架下激活憲法解釋制度是國家文化義務“過度”

履行合憲性控制的關鍵。 

    張博源教授在《健康憲法的實質化及其展開》報告中認為，在“健康中國”戰略

背景下，《基本醫療衛生法》是落實《憲法》健康權規範和衛生行政法的重要制度媒

介，是維護公民健康基本權利的“部門憲法”，也是依法規範衛生體制改革、提升國

家健康治理能力的法治化舉措。“健康憲法”需要明確立法目標、功能定位、價值導

引和制度邏輯預設，並進行具體化的制度設計展開。 

    劉立敏博士在《設區的市地方立法前評估機制研究》報告中認為，立法評估是保

證設區的市立法質量的有效倒逼機制，其中，立法前評估將保證立法質量的關口前移，

對設區的市立法質量尤為重要，可有效遏制立法政績衝動，節約立法資源，降低立法

泡沫，防止不良立法出臺。應當從立法前評估主體、評估指標、評估程序、評估保障

和評估結果的應用等內容全面考慮，完善設區的市立法前評估機制。 

    我個人所提交發表的論文《文化憲法與文化資產保存法關於獎勵補助與租稅優惠

初探》，全文收錄於大會論文集第238至264頁。在進行論文主題報告中，我先介紹了

憲法之文化國家的國家目的規定能為具有法規範效力的憲法規範，從而憲法所創設的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五權及行使五權的機關，在制定政策或解釋法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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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受到國家目的規定的拘束，基於國家文化國家的要素，納入文化的觀點。多元文

化國的建構之憲法基礎乃指為了保護多元社會中的文化差異，國家作成文化事務的決

定時，其依據準則須具有多樣性、平等性與開放性，是以國家與地方應該共同攜手達

成上述多元文化保障的文化憲法目標才是。 

    尤其是在檢討當今臺灣的文化政策與文化事項事權劃分，個人認為應當在“多元

文化理念”的指引下設計文化政策與法規，肯定並發展多元文化，並將文化資產的保

存及活用迴歸地方，透過地方認同，對文化資產、文化藝術、文化創意進行獎勵補助，

對文化資產保存進行租稅優惠與獎勵補助。 

    衡諸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立法，如自憲法列舉中央政府的文化權限只限於古籍、

古物及古蹟」之保存或保護，在此意義下，僅限於「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蹟之保存」

事項，得成為「中央與地方」之委辦關係，而其他未列舉的文化事務應非專屬中央權

限，亦非必然成為委辦事項，似乎應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然而文化資產保存法充斥中

央全面的立法專屬權，使得地方政府淪為受委辦機關之地位。如從整體文化資產保存

法觀察，上述問題的未能意識，乃至於未能解決，將傷害到地方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

法律適用與執行，也會有違部門憲法理論所揭櫫之文化憲法的保障與要求。 

 

 

肆、  建議事項  

    山東省法學會一向對兩岸學術交流非常支持且態度相當真誠友善，尤其是本屆山東

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成立，是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在組織

形式與工作機制上的探索創新，其希望能夠藉助組織建設與平臺創新加強與部門憲法領

域法學專家學者的聯繫，共同推進繁榮新興部門憲法學研究，因此若是山東省法學會舉

辦協辦的兩岸學術交流的邀請，個人建議鼓勵學術同儕們可以前往參加相關的學術研討

會活動。 

    部門憲法的方法論意義，區分部門憲法與憲法部門、憲法規範分類與憲法規範類型



7 
 

化的意義，部門憲法從經濟社會政治三方面對提升憲法地位作用的意義，以及對全面保

障人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意義。台灣已在此領域有較為多與較為先進的相關研究，

大陸的專家學者相較之下是在啟蒙初始階段。建議學術同儕應繼續關注並傾力於部門憲

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同時在兩岸學術交流活動平台中，可以繼續支持山東省法學會憲

法學研究會及各個專業委員會的學術活動，共同推進憲法理論與實踐創新。 

    同時，本次研討會承辦的山東工商學院法學在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和法治人才培養

工作，於近年來有傑出的成果展現。法學院張院長表示將以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為平臺

和機制，廣泛聯繫省內專家學者，積極參與全國性的部門憲法學術活動，為部門憲法的

研究作出積極的努力。因此本人建議可以多與該校法學院教師學生，後續進行更為深入

的學術交流互訪，增進彼此之間的學術情誼。 

    衡諸此次參加山東省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部門憲法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部

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最重要目的是提交發表論文“文化憲法與文化資產保存法關於

獎勵補助與租稅優惠初探”並向與會者介紹台灣部門憲法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在“多元文

化理念”的指引下設計文化政策與法規，肯定並發展多元文化，並將文化資產的保存及

活用迴歸地方，透過地方認同，對文化資產、文化藝術、文化創意進行獎勵補助，對文

化資產保存進行租稅優惠與獎勵補助的法制。同時透過此行活動，希冀能與山東省各高

校法學界的專家學者，進行更為深入的學術交流與建立更為深厚的學術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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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照片一: 2017年 7月 29日部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的開幕式 

 

照片二: 2017年 7月 29日部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場 

 

照片三:參加 2017年 7月 29日部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於會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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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四: 參加2017年7月29日部門憲法學理論研討會論文發表與報告照片 

 

照片五: 2017年7月30日參加尚公法治論壇學術交流照片 

 

照片六: 2017年7月31日參加山東警院學術交流座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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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七: 2017年8月1日山東曲阜孔子文化園區參訪照片 

 

照片八: 2017年8月2日山東煙台歷史建築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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