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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内容概要

《宪法(第3版)》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也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宪法(第3版)》共三编二十三章。在认真总结和吸纳我国宪法学20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大大丰富和更新了宪法学教学内容，显著地调整和完善了宪法学课程体系。它的出版标志着宪法学
教材在世纪之交初步完成了更新换代。
《宪法(第3版)》首创了以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宪法实施为主线的宪法学教学体系。第一编
《宪法基本理论》不但详细论述了宪法的概念、历史和基本原则，而且增设七章，分别论述了宪法的
制定、宪法形式与宪法结构、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的价值与作用、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宪法
与宪政，从而使宪法基本理论趋于完善。第二编《宪法基本制度》不但具体阐述了国家性质、国家形
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选举制度、国家机构、政党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而且对政体和政权
组织形式的关系、政党制度与民主宪政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对宪法实施理论的高度重视是
《宪法(第3版)》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三编《宪法实施》以五章的篇幅，对宪法实施的概念、特点、原
则、条件、过程、评价及保障、宪法解释、宪法修改、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秩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论述，从而廓清了宪法实施理论的基本框架。
《宪法(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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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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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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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三，宪法和宪法现象的发展规律。本来，发展规律应该是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对
宪法和宪法现象的研究，探寻出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任何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恰恰是因为它本
身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
的运动形式、某一系列互相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的。而这里的“运动形式”，主要即指事物的
发展规律。这就指出了确定科学对象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任何一门科学都以某一事物的运动规律为研
究对象。宪法和宪法现象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自然与运动不可分离。而且，任何客观事物、社会现
象都有其来龙去脉、因果变化和运动轨迹。由于运动必有其规律，因而事物的因果变化、运动轨迹和
发展规律，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宪法和宪法现象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因果变化、运动轨
迹和发展规律。因此，当宪法学以宪法和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以宪法和宪法
现象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二）宪法学的研究范围在不少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研究范围”与
“研究对象”往往不加区分地含混地放在一起阐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不妥当的。①因为
作为研究对象的每一事物，由于研究者研究的侧面不同，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不同以及研究的
手段和方法不同，就可能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围。因此，“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是两个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的概念。就两者的联系来说，研究的“范围”不能脱离研究的“对象”而随意确定；从两者
的区别来讲，由于同一研究对象，可以从无数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因而“研究范围”是“研究对象
”的具体表现，而且这种表现还有可能只是无数侧面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在阐述宪法学的研究
范围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将其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如果说宪法学研究的对象主要着眼
于宪法的实质内容，那么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则指宪法学研究对象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尽管在宪法学
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宪法学界存在诸多说法，但一般都肯定对象与范围不过是一
种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宪法学的研究范围是指具体的宪法形式。因此，它既包括
现在的宪法，也包括过去的宪法；既包括本国的宪法，也包括外国的宪法；既包括条文的宪法，也包
括现实的宪法；既包括宪法典本身，也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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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编辑推荐

《宪法(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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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精彩短评

1、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2、书的质量很好，送货速度也不错。
3、挺好的书，作为教材来看
4、值得初学者认真学习。
5、书很喜欢，是我想要的
6、老师推荐的，上课教材，不错。
7、这是我们宪法学老师推荐给我们的，我虽然没看完但是总的来说编得很好！
8、好 很好 非常好  特别好 十分的好
9、书的质量很不错，作为正版的比较便宜了
10、宪法学评价
11、塑料袋包是包住了 只能保证不被污渍沾染 对新书来说 磕磕碰碰 拿到手里还是感觉很恶心。。西
安库房出来的那本单词书还有塑胶泡泡膜包着才装进外袋，四川库房出来就只有一层超薄的外袋啊~
！而且。。光盘呢？课件呢？封皮上说有啊！
12、基本上找不到缺点 反正仅仅从包装以及配送速度上来说 肯定5星
13、正版书，只是好贵的说呀！
14、传统宪法学  挺无聊的~  
15、课本。大一上。背得死去活来的，分还不高T.T
16、虽然说宪法学与政治学紧密相关，但这本书在阐述人民主权原则的时候竟然引用朝鲜的宪法条文
，瞬间感觉这书怎么看下去，而且接下来直接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不可能贯彻人民主权原则，洗
脑越来越严重了，当大家是傻逼吧！
17、考研用，没办法
18、此书为最新版本，内容丰富，适合阅读，不太适合长篇 背诵 。
19、编入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对于发散思维很有帮助。
20、书后面说赠送教学光盘的，但是没有赠送

Page 7



《宪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