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0 期 - 学科研究

92

论《魏玛宪法》的得与失
张婧怡

（英国伯明翰大学 广东广州 510650）

【摘 要】德国《魏玛宪法》诞生于 1919 年，被誉为 20 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在世界宪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该宪法以其严谨的结构和精致的条款内容闻名，令人叹服。然而，这部极富自由和民主法治特色的宪法实施，却让德意志走

向了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即“极权主义”。本文从《魏玛宪法》的出台背景、对德国的影响入手，深入分析其价值与缺陷，

总结其“得”“失”，探讨《魏玛宪法》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和对我国宪法修订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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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历了“十一月革命”，这场

革命的意义非凡，推翻了曾经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

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意志国”（后世历史学家称其为“魏

玛共和国”）。1919 年 8 月 11 日，《德意志国宪法》正式公

布并生效，由于其主要起草地点在魏玛，故被称为《魏玛

宪法》。

《魏玛宪法》虽然是德国历史上首部实现民主制度的宪

法，却也是近代以来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最晚的一部宪

法。它诞生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并

吸纳了欧美宪法的诸多精华。标志着世界现代宪法史的开

端，因此在世界宪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魏玛宪法》的诞生是德意志传统文化、西方自由民主

思想和宪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文化与外

来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宪法在其他国家先前宪法基础上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加工和创新，创设了不少新颖的权利，留

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条文。这些创新既为德国的宪法制定带

来了巨大影响，也为其他国家的宪法修订创造了非同凡响的

价值。但是，《魏玛宪法》并非无瑕，甚至还存在许多制度

缺陷，诸如帝王式的总统权力、政党制度、帝国根基未彻底

瓦解等等，这些缺陷导致旧有权力对立宪进程的强烈阻碍，

共和国在实践中沦为专制势力的工具，使立宪道路困难重

重。最终使得体现民主自由的宪法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不堪

一击，仅存续了 14 年便被废止。

一、《魏玛宪法》的积极影响

《魏玛宪法》诞生于战争结束后的废墟上，当时经济崩

溃，社会秩序混乱，政党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国家法律与

政府权威逐渐瓦解。然而，那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纷纷

建立起了各自特色的民主体制。普通德国人也希望结束帝

制，建立民主制。为解决当时的不利局面，魏玛宪法积极吸

收他国宪法成果，实现了对之前宪法活动的根本突破。

（一）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

《魏玛宪法》第 1条规定：“德意志联邦为共和政体。

国权出自人民”。这一条文奠定了德国共和体制的基础，相

较于千年的君主制传统，这一转变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

义。此外，《魏玛宪法》所确立的议会民主制，以其独特的

特点在政治体制演变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被认为是继英国

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制和法国共和制之后的一种全新的资

本主义政治体制。

（二）经济领域的民主运作

经济领域的民主运作实际上又被称为“经济民主”，具

体指的是生产与交易方式的民主化。《魏玛宪法》第 165 条

对“经济民主”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明确了工会、经济

会议和劳动会议等保障机制，并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所有大

企业中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利。劳动法专家胡戈·辛茨海默作

为《魏玛宪法》起草小组的首要成员，以及小组中唯一的劳

动法专家，他将民主分为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并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论证了“社会民主”对社会力量的自制

与自由具有至关重要的力量。他的思想被提炼并最终形成了

《魏玛宪法》第 165 条的主体精神。这也标志着新社会秩序

及其制度的雏形开始显现，即“经济民主”的诞生。尽管条

款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经济民主”概念，但条文思想及精神

在德国司法历史进程中仍具有标志性影响。

回顾历史，“经济民主”未被广泛讨论，学界对于《魏

玛宪法》的民主性更倾向于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但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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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主”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对之后的不少国家具有借鉴

和指导性作用，甚至我国在制定宪法文本的过程中也直接照

搬了《魏玛宪法》的相关条款。

（三）公民权利的有关规定

《魏玛宪法》开创性地将 20 世纪特色的公民基本权利

与义务写入宪法，并首次将教育文化权和公民经济权利明确

为宪法规定的内容。

1．公民享有的社会权利

《魏玛宪法》对于公民社会权的取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这项权利是《魏玛宪法》在先前宪法的基础上制定而成

的新权利。也正是因为公民社会权在该宪法中的记载，使其

正式获得了基本权利的地位。

《魏玛宪法》的相关条款中涉及了许多公民所享有的社

会权利，比如有关工作上的补贴与担保、失业救济、家庭和

睦、婚姻关系、子女关系等等。系列条款不仅对公民的社会

权利进行了梳理，也通过立法形式保障了公民相关权利的实

现。《魏玛宪法》在公民社会权利的规定上科学且全面，后

来被许多国家作为立宪的蓝本。

2．个人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

《魏玛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的相关权利，还对公民个

体财产与社会共同体利益进行了关联。《魏玛宪法》第 153

条中规定：“所有权具有义务，其行使应兼顾社会的公共利

益。”该条文旨在表明公民自身所享有的所有权之物，不能

够随意的运用，而是要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相结合，在

行使的过程中不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该规定强调

了公民在行使权利时需要履行相应义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人际交往频繁，私

人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渐突出。如何确保

公民在行使个体财产权的同时，不仅不会损害到公共利益，

还能推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保护个人财产权的同时，《魏玛宪法》通过设置限制

条款，力图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财产权的关系，从而实现两

者的双赢。这一规定无疑是合乎时代要求并具有顽强生命力

的，不仅被后来的《德国基本法》第 14 条保留，也被世界

上的其他一些国家接受。

（四）基本义务的全面规范

《魏玛宪法》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极具新颖性，它在

延续先前宪法包含义务的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全新的义务，

如受教育义务、担任荣誉职位的义务，还首次明确了社会和

经济领域的责任，特别是在土地财产的社会功能、无偿劳动

义务以及容忍义务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魏玛宪法》通过尽可能全面、民主、科学的方式，以

此塑造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和谐的国家，不只罗列了公民的

基本义务，还对这些基本义务进行了规范和调整，不仅全面

而且严谨，让很多国家钦佩。

二、《魏玛宪法》的诸多弊端

（一）宪法赋予总统的权限过大

《魏玛宪法》用了不少条款规定总统的权力。比如规定

总统的紧急权力就用了好几个条文：第 25 条，可以在合理

情况下解散国会；第 43 条，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倘若国会

罢免总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第 48 条，总统有权在一定

情况下使用武力，比如各州不履行宪法，不服从联邦，国家

秩序受到严重损害等。归结起来，总统可以根据第 48 条赋

予的紧急权力对国家进行治理；如果国会提出反对，总统则

可依据第 43 条的规定解散国会；进而依照第 43 条达到连选

连任独裁的统治。此外，总统还可以就国会决议通过的法律

进行公民投票。

上述法条赋予总统的权力，使得他可与国会相抗衡。而

弊端重大的制度设计，也成为总统专制独裁的护身符。因为

总统的权力过大，而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又不复存在，这就为

后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失败与纳粹的上台埋下隐患。

（二）比例代表制助长小党力量

“比例代表制”最早产生于瑞士，并非德国，它是以每

一参选组获得的选票占全部票数的百分比来分配议席。《魏

玛宪法》针对选举计票问题所规定的比例代表制看似民主—

—公众靠自身的意愿而非政党的影响来选择自己所接受的

代表。然而，其缺陷显而易见。由于议员通过选票产生，小

党只需在选举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支持，就能够在国会中取得

席位，从而扩大其生存空间，进一步增强了小党的影响力。

因此，一定程度上，比例代表制让小党不必为了生存而通过

被迫的方式去联合大党的力量，但却间接造成了政党分裂和

混乱，形成多党林立的局面。

（三）民众基础不足，宪政思想与现实背景相悖

以自由民主著称的《魏玛宪法》，就其近乎完美无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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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使人认为民主制度可因此得到保障。然而，在魏玛共和

国时期，似乎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部宪法。在此之前的德意

志属于专制王权统治时期，人们对于集权思想的法律情感尚

未挥之而去。此时，与集权思想格格不入的宪政思想突如其

来，这对此前有着深厚民族历史情感的民众来说难以接受。

在君权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中，民众对权力和专制的恭顺与

服从，使《魏玛宪法》的法律精神难以传达。

19 世纪的德国以民族主义为主流思想，崇尚权威、反

对民主。与该主义相关联的历史观被德国称作历史主义，认

为人是没有本性只有历史的。因此，德国在建构自己民族的

文化和思想时，逐渐形成了与英、法文化相对立的、独具特

色的历史观。基于此，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虽然有了一

部以民主自由主义著称的宪法，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却从来未

被自由的意识形态所占据。可见，体现民主自由主义的《魏

玛宪法》，在当时的社会仿若空中楼阁，不仅未能在德国有

效施行，后来还被民主的对立面所利用。

三、《魏玛宪法》的影响与启示

（一）《魏玛宪法》的影响

1．外部影响：广受他国参考借鉴

虽然魏玛共和国只存在了 15 个年头，但同期颁布的《魏

玛宪法》却在德国乃至世界法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例如，

在欧洲的宪政历史中，《魏玛宪法》成为欧洲各国后来立宪

的榜样，无论立宪精神还是条款内容均向其靠拢。特别是在

条款内容方面，学习《魏玛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进

行科学全面的规范整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体现和谐有

序、侧重民主文明、强调社会积极稳定发展等。《魏玛宪法》

不仅对欧洲宪政有着显著的影响，对我国也有不容小觑的价

值，如模仿《魏玛宪法》的宪法草案、在选举中体现职业团

体的重要性、注重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等，都反映出我国对《魏

玛宪法》的浓厚兴趣与参考借鉴。

2．内部治理：法律目标与实施效果差距悬殊

无论是成为德国法律中“经济民主”的首个司法标志，

让经济领域的民主运作影响深远，还是将社会基本经济权利

纳入到宪法行列，形成政府作为义务；也无论是使公民社会

权正式获得基本权利地位，还是在德国宪法史上将公民的基

本义务进行全面规范，短暂存续的《魏玛宪法》在一定程度

上对德国乃至世界都创造了伟大的宪法成就，成为 20 世纪

宪法极具代表性的典范。但是，《魏玛宪法》也存在诸多不

足，比如规定的总统权力过大、总统与议会间无法抗衡、比

例代表制助长了小党林立，进而导致政府动荡和纳粹上台。

《魏玛宪法》似乎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悖论：尽管其条文

旨在建立一个契合现代政治潮流并坚持自由、民主与法治原

则的全新政体，但实际运行的结果却使德意志逐步背离自由

民主，最终滑向了极权主义的深渊。这部几近完美的宪法，

虽然奠定了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却又被反体制

的政党利用所颠覆并反噬。

（二）启示与感悟

《魏玛宪法》的颁行与实施，既为世界创造了极大价值，

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首先，宪法的制定要与社会大背

景相适应，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其次，法

律条款要切合实际，否则就会如同空中楼阁，虽然看上去很

美，但脱离现实无法落地；第三，对权力的制约要恰当合理，

不能让权力不受约束；第四，哪怕是最民主的宪法，倘若不

加选择的制定和适用，在现实社会中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总

之，《魏玛宪法》存续时间虽然短暂，但无论对德国还是世

界的法律进步来说，都算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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