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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

内容概要

《宪法学导论》包括了：基本理论、宪法的概念、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渊源与宪
法规范、宪法的作用、宪法与宪政、权利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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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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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关系第二章 宪法的基本原则第一节 宪法基本原则概述第二节 主权在民原则第三节 分权制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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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第五章 宪法的作用第一节 宪法发挥作用的条件第二节 -宪法在政治方面的作用第三节 宪法对社会经
济的作用第四节 宪法对法制建设的作用第五节 宪法对人权保护的作用第六节 宪法在形式、象征意义
上的作用第六章 宪法与宪政第一节 宪政的概念第二节 宪政的产生第三节 宪政的要素第二编 权利论第
七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第一节 人权与公民权概述第二节 基本权利的概念和分类第三节 尊重
和保障人权第八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节 平等权第二节 人身人格权第三节 政治权利第四节 社会经济
权利第五节 文化教育权第九章 公民的基本义务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第二节 公民基
本义务的主要内容第十章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第一节 自由权利的界限和法律保障第二节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第三编 制度论第十一章 国家性质第一节 国家的阶级本质第二节 国家
政权的经济基础第三节 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第四节 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第十二章 国家形式第一节 政
权组织形式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第三节 国家标志第十三章 选举制度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第二节 我国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三节 选举的组织和程序第四节 改革和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第十四章 政党制度第
一节 政党的概念与特征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第四编 权力论第十五章 国
家机构概述第一节 国家机构的概念第二节 一般国家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第三节 我国国家机构的
历史沿革第四节 我国国家机构组织与活动原则第十六章 国家元首第-节国家元首概述第二节 我国国家
元首制度第十七章 代议机关第一节 国家代议机关概述第二节 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第
三节 我国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八章 行政机关第一节 行政机关概述第二节 我国中央行政机关
第三节 我国地方行政机关第十九章 司法机关第一节 司法机关概述第二节 我鼠的人民法院第三节 我国
的人民检察院‘第二十章 军事机关第一节 军事机关概述第二节 我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编 实施论
第二十一章 宪法的创制第一节 制宪权概述第二节 宪法的制定第三节 宪法的变迁第二十二章 宪法实施
第一节 宪法实施概述第二节 宪法实施的原则和条件第三节 宪法实施的方式与我国宪法适用第二十三
章 宪法解释第一节 宪法解释概述第二节 宪法解释的模式第三节 宪法解释的原则第四节 我国的宪法解
释制度第二十四章 宪法修改第一节 宪法修改概述第二节 宪法修改的方式第三节 宪法修改的程序第四
节 完善我国宪法修改制度第二十五章 宪法监督第一节 宪法监督制度概述第二节 宪法监督的主体第三
节 宪法监督的内容及方式第四节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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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宪法产生的思想文化条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人文精神、自然法思想和理性
文化是宪法产生的思想条件。宪法的实质在于以个人权利的实现、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过度行使为宗旨
。因此在思想理论和文化基础方面，近代已为宪法的产生准备好了条件。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是神学思
想占主导地位，其他一切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都被视为异端。由中世纪步入近代的转折时期，
在意大利开始了以弘扬人性、重视理性、诉诸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复兴，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代表人
物主要有但丁、马基雅维利等人。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的普及与确认。人文主义是近代以
来西方的主流思想，在不同时代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意大利是其发源
地，其后向西欧各地扩张。人文主义的实质是早期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封建主义、中世纪神
学和专制主义哲学发动的一场思想革命。人文主义反对神权统治一切的观念，宣扬人是万物之基的思
想，主张以人权代替神权，以民族国家的成长代替宗教神权国家。揭露教会的腐败，反对禁欲主义，
主张世俗生活，还原人的本性，主张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合理性。人文主义反对迷信，信仰科学，探索
自然，崇尚理性和智慧，认为知识的力量是绝对的，是高于神学的，知识不是来源于上帝，而是来源
于经验和理性。此外，人文主义还主张以法治的权威代替神学权威、代替任何人的权威。宗教改革是
一场神学世俗化的运动。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明确否认教会拥有司法权，否认教会是指导和管理基
督徒生活的权威，谴责教会滥用权力。其主要目的在于政教分离，还政治于世俗社会。博丹的国家主
权理论就是宗教改革理论的产物，否定教会干预世俗事务的任何权力，而应由民族国家承担起政治权
力。英国政治学家斯金纳认为：在16世纪天主教欧洲所产生的所有具有巨大影响的系统性政治理论著
作，基本上都带有宪政主义的特征①。人民主权思想、根本法观念在宗教改革时期都得到了强化。宗
教改革之后市民社会得到了发展，追求幸福的正当性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兴
起，新教具有自由精神和平等要求，精神王国和世俗政府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宗教改革改变了基督教
发展的方向，使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实际上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从中世纪蒙昧时代走
向近代理性文明社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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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

编辑推荐

《宪法学导论》是高等院校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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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

精彩短评

1、纸质有点不尽人意，但愿内容没有问题，大家都懂我担心的是问题是什么，我就不说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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