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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教程》

内容概要

宪法学教程，ISBN：9787531321255，作者：（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王文利（等）译

Page 2



《宪法学教程》

作者简介

狄骥·莱昂是法国现代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现代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1886年
起，狄骥长期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任教授和院长职务，并先后在美国、葡萄牙、承根廷、罗马尼亚等国
讲学。他一生主要从事法学教育工作，教龄达42年之久，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对当时法国公法学、
法哲学和政治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欧美有极大影响。《宪法论》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较为集
中地反映了他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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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法治政府的建设与制度资源的多样性
――“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 代序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参照
――“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代序
序
前 言
1.客观法和主观权利
2.“法”的基础
3.个人权利学说
4.对个人主义学说的评论
5.社会法学说
6.相互关联性或社会相互依存性
7.建立在社会相互关联性基础上的“法”
8.国家的一般概念
9.国家的起源
10.神权政治学说
11.民主政治学说
12.对民主政治学说的评论
13.国家的自然形成
14.国家的职能与目标
15.国家的法律构架
16.受“法”约束的国家
17.公法
18.公法的划分
19.公法与私法
第一部分国家的总体理论
第一章 国家的要素
20.我们的国家理论的原则
21.民族
2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化
23.统治者意志
24.统治者的物质力量
25.领土
26.公用事业机构
27.主权的通常理论
第二章 国家职能
28.司法意义上的国家职能
29.实质意义上的法律
30.法律是一种普遍的规范
31.法律是一种强制性规范
32.行政职能和行政法令
33.规章制度并非行政法令
34.政治法令并非行政法令
35.司法管辖职能
36.所谓的执行职能
第三章 国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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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统治者和国家公务员
38.法国关于国家组织的理论
一 公民主体
39.公民主体的构成
40.妇女选举
41.直接政府
42.代议制政府
二 国会和国家元首
43.1791年宪法的权力分立
44.现行法律中的权力分立
45.议会及议会的构成
46.议会及议会的任命权
47.比例代表制
48.职业或工会代表制
49.君主专制
50.共和政体
51.国会和政府的关系
52.议会制
53.议会制和1875年宪法
第二部分“法”与国家 公民自由
54.基本概念
55.“法”与法律
56.《人权宣言》
57.《人权宣言》的内容和性质
58.平等的原则
59.一般自由
60.个人自由
61.个人自由服从于治安规章的情况
62.住宅不受侵犯
63.工作，从事行业及商业活动的自由
64.劳动自由 职业工会
65.言论自由
66.集会自由
67.受教育权
68 出版自由
69.战时出版自由
70.请愿自由
71.宗教信仰自由
72.政教分离
73.目前的天主教体制
74.结社自由
75.教会组织
76.所有权
77.国家积极义务
78.与“法”相对立的法律
79.立法者国家的责任
80.安全与反抗压迫
第三部分 法国的政治组织
第一章 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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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普选
82.法国普选制度的创立
83.其他国家的普选
84.行使选举权和选民名册
85.选民名册审核
86.选举程序及方式
第二章 议会
87.概况
一 议会的任命
88.众议员选举
89.候选人名单提交和禁止多重候选人资格
90.参议员选举
91.无议员被选举资格和议员不能兼任
二 议员地位
92.议员地位的总体特征
93.议员津贴
94.无权担任公职
95.非议员之责任
96.议会议员的不可侵犯权
97.议员和兵役
三 议院的会议和议院的组成
98.议院会议
99.权力的审查
100.议院办公室的设立
101.议院章程
102.议会纪律惩戒
103.议院的治安
四 议会程序
104.法律和决议
105.立法创制权
106.办公室和委员会
107.议院会议
108.投票表决
109.两议院之间的关系
五 议院职能
110.监督职能
111.立法职能和行政职能
112.财政职能
六 参议院/特别最高法庭
113.参议院组成特别最高法庭的条件
114.参议院特别最高法庭具有的权力
115.参议院特别最高法庭的执行程序
第三章 政府
116.政府的复合机构
一 共和国总统
117.共和国总统的选举
118.共和国总统行为对议会的影响
119.执行权限
120.法律的创议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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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共和国总统的规章制定权
122.共和国总统的规章制定权（续）
123.战争期间共和国总统的规章制定权
124.共和国总统的外交权限
125.共和国总统的责任和无责任制
二 各部长
126.部长的任命及特点
127.副部长
128.部长职权及所负政治责任
129.部长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第四章 宪法的修改
130.普通法律和狭义宪法的区分
131.1875年宪法的制定和修改
132.修改宪法的国民议会
133.修改宪法的国民议会的权限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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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以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核心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清晰概括了法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联动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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