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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

前言

本书主要是为适应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宪法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本书的编写先后
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有关部门的支持。本书主要有如下特点：1.非常注重吸收宪法学和法学其他学科
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理论创新。本书的各个部分和几乎所有章节，都是以宪法学、法理学等学科最
近1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依托写成的。2.章节和篇幅安排，反映了当代世界宪法发展、宪法学发展
的基本方向或基本趋势。在当代，法治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基本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
的保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的保障，因而那些国家的宪法学教材在这些领
域所占的比重往往也比过去更大。本教材顺应这种世界性趋势，将叙述和探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以及
宪法实施保障的篇幅做了较大幅度提升。3.立足中国现实，尊重现行宪法文本，遵循法治精神。中国
有中国的基本情况，谈论中国的宪法问题不能脱离现行宪法的框架和宪法实施的真实情况。本书是一
部教材，本书主编和各位撰稿人十分注重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我国现行宪法，进
而思考中国在宪政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努力探寻符合法治精神的解决途径。所以，本书既系
统地介绍了法学专业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宪法学基本理论，又结合我国的宪法事例和
当代法治发达国家的一些典型宪法判例，对宪法学各主要研究方向所面对的一些前沿性问题，做了适
度探讨。4.视角比较统一，知识比较准确，内容连贯，体系完整，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为增强通用性
，我们在将本书的主要使用对象定位于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同时，还安排了不少探讨性、前沿性内容，
因而也比较适合作为法律硕士生的宪法课教材和法学硕士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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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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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第一章  宪法学基本理论  第一节  宪法的起源、特点和内容  第二节  宪法的结构、渊源和分类 
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宪法的创制与解释  第五节  宪法的作用、效力和宪政第二章  宪法的
历史发展  第一节  宪法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节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宪法  第三节  1949年以来的中国宪法
第三章  宪法关系的常见主体和基本内容  第一节  宪法关系  第二节  公民、权利和公民基本权利  第三
节  国家与国家权力  第四节  政党及其作用第四章  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  第一节  人格尊严  第二节  人身
自由  第三节  居住自由  第四节  迁徙自由  第五节  隐私权  第六节  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  第七节  信息自
由第五章  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  第一节  经济权利  第二节  社会权利  第三节  文化权利第
六章  公民公共参与权利的保护  第一节  言论自由  第二节  出版自由  第三节  结社自由  第四节  集会、
游行、示威和请愿的自由  第五节  提出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检举权  第六节  选举权、被选举权
和创制、复决、公投权第七章  中央国家机关  第一节  中央国家机关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委会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章  地方国家机关  第一节  地方国家机关概述  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人民政府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特别行政区自治机关  第六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第九章  我国宪法实施及其制度保障  第一节  我国的宪法
实施  第二节  宪法实施需要制度保障  第三节  宪法保障的内容和违宪审查  第四节  中国宪法保障的历
史与现实  第五节  中国宪法保障体制的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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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认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
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稍后，法国的孟德斯鸠说得更明确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
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
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论权，则一切便都完
了”。在他们看来，权力不仅要分立，分立后还要相互制约平衡。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接受了这
些思想，提出“任何社会，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权利获得保障或者不能确立权力分立，即无宪法可言”
。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全面体现了分权制衡原则。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普遍体现了分权制衡原则，
其具体表现是都以某种形式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相互之间制约平衡
的制度。在历史上，权力分立曾经表现为阶级分权，也有过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含义，但总的看来它是
一个在国家机构体系内（尤其是在各个中央国家机关之间）规范权力横向配置方式的原则。由于权力
分立不是主权所有权的分立，只是主权行使权的分立，不是国家权力所有权的分立而仅仅是国家权力
行使权，即国家机关职权的分立，所以，从根本上说它并不妨碍主权的统一或国家权力的统一。事实
证明，适当形式的分权对于落实公民的权利，对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是十分
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排斥分权与制衡原理中包含的合理成分，我们所反对的
只是不顾我国基本情况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那一套。在国家权力的纵横向配置方面
，社会主义宪法奉行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一般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就先后
提出了民主制或集中制的思想，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列宁于1906年第一次明确使
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提法，同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载入了党章
。十月革命后，它逐步成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
，它就顺理成章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苏联1977年《宪法》第3条规定：“苏维
埃国家的组织和活动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国家权力机关自下而上地产生，这些机关向人民报告
工作，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决定”；1980越南《宪法》第6条规定：“国会、各级人民议会和
国家其他机关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组织和活动。”中国现行《宪法》第3条也明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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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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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挺不错的，而且，包装真的很赞，
2、这本书看起来很不错。
3、书的内容真是没的说，不过当当啊，我不得不说，你的书也太俏了吧，居然像是已经用了三个月
的感觉！
4、速度快 书有好  质量好 

不错哈
5、大一上教材
6、书的质量很好，很喜欢，获益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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