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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内容概要

《宪法学讲义》尝试将世界宪政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宪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中国和西方宪政国家的
重要宪法判例为主线，系统讲解宪法学原理。《宪法学讲义》共24讲，涉及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宪法的实施与解释、基本人权的宪法保障、选举和政党制度、政府组织结构、
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内容。在方法上，《宪法学讲义》奉行“问题中心主义”——以实在和具体的宪法
问题为中心，通过个案阐述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在形式上，《宪法学讲义》以各国经典判例为
主线，采取叙述、议论和实例相结合的多样化方式，力求做到生动而不失准确。全书内容翔实、体例
新颖、深入浅出、博采众长，适合作为大学生宪法学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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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作者简介

张千帆：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
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主编。主要研究兴趣：比较宪法与比较行政法，宪政工程与经济发
展，比较政治哲学与公共选择实证分析。代表作有《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自由的魂魄所在——
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西方宪政体系》，主编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宪法学》，合著《宪政、
法治与经济发展》，组织翻译《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和《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
，并发表学术论文与评论一百二十余篇。电子邮箱：qtz@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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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书籍目录

第一讲  什么是宪政？  一、“三农问题”：中国宪政的中心问题  二、平等权  三、生命、自由与财产  
四、政治权利  五、宪法权力关系第二讲  宪法能为我们做什么？  一、宪法的功能主义视角  二、法治
是什么？  三、宪法的理论基础第三讲  宪法是什么？概念与特征  一、“宪法”含义的变迁  二、宪法
的基本结构  三、宪法的基本价值与原则  四、宪法的基本特征第四讲  宪法学是什么  一、宪法与宪法
学  二、宪法学的三个层次  三、实证宪法学的基本理论第五讲  西方宪政史概要  一、从章程到宪法：
公法的私法起源  二、美国宪法  三、法国宪法  四、联邦德国  五、走向一个欧洲联邦？  六、第三波民
主——“橙色革命”的前景第六讲  中国宪政史——改良时代  一、预备立宪(1895—1911)  二、尝试立
宪(1912—1926)第七讲  中国宪政史——革命时代  一、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8)  二、人民共和国时
期(1949年至今)  三、宪法的制定与修正第八讲  从宪法到宪政——司法审查与宪法效力  一、基本概念  
二、司法审查的起源  三、宪法效力与司法审查  四、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九讲  司法审查的模式与方
法  一、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二、审查机构  三、审查要件  四、中国宪法审查模式之探讨  五、
宪法解释的方法  六、法院与民主——司法审查的政治含义、问题及启示第十讲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
本理论  一、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理论  二、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原则第十一讲  中央权力及其宪法
边界  一、联邦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  二、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  三、中央一地方
权限的划分标准：影响范围还是重要程度？  四、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第十二讲  地方自治及其宪法界
限  一、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  二、中国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  三、自上而下的局限性  四、中央和
地方分权的法治化第十三讲  立法机构  一、分权的理论基础  二、斗争与妥协——议会制度的起源  三
、议会的结构与组成  四、议会程序  五、议会的职权  六、中国的立法机构第十四讲  行政机构  一、行
政权概述  二、一元首脑制——美国总统  三、双元首脑制——法国模式  四、双元首脑制——德国模式
 五、中国  六、地方法治的宪法原则第十五讲  司法机构  一、司法职能的特殊性  二、普通法体系——
英美司法结构  三、欧洲大陆法体系——法国和德国  四、中国法院结构  五、中国检察院结构第十六讲
 民主的理论基础  一、民主是什么？  二、为什么需要民主——自上而下体制的诸多后果  三、民主的
制度保障第十七讲  政党与宪法  一、民主的政治条件  二、政党发展历程  三、政党的宪法地位  四、政
党宪法义务  五、中国政党制度第十八讲  宪法与选举  一、普遍选举  二、直接选举  三、自由与秘密选
举  四、平等选举  五、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第十九讲  基本权利——平等权  一、权利是什么？  二、权利
的属性  三、平等的构成  四、如何鉴别歧视？差别对待的审查标准第二十讲  基本权利——自由权  一
、“生命”  二、“自由”——非经济权利  三、经济活动自由  四、“财产”  五、代结论——方兴未
艾的中国权利运动第二十一讲  表达自由的思想基础  一、引论——言论自由的意义  二、限制言论的理
由及其反驳  三、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  四、言论自由的司法适用  五、代结论——还是有点悲剧好第二
十二讲  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  一、言论自由的宪法边界  二、“象征性言论”  三、言论自由与名誉权  
四、言论自由与社会宽容第二十三讲  新闻、出版、集会与结社自由  一、新闻与出版自由  二、集会自
由及其限度  三、结社自由及其限度第二十四讲  宗教信仰自由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功能  二、宗
教信仰的自由活动  三、宗教自由与法治  四、政教分离  五、代结语——历史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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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既然法律作为社会“公器”应该代表公共而非私人利益，法律必须由公权力而非私权
力负责制定和实施。早在查士丁尼时代，《法律阶梯》就明确声明“国家代表公权力，为了公共利益
而制定、解释和实施法律”。任何私人都显然无权制定并实施法律，只有掌握公权力(publicpower)的
“国家”才享有正当的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因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每个人都是理性自私的，
任何私人都只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法律或政策，但是这种“法”显然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只有公权力制定和实施的法，才可能符合公共利益。问题在于，和公共利益是由私人利益构成的一
样，公权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实际存在，而是由私权力构成的。无论在什么体制，所谓的“公权力”
都是由特定私人群体掌握的，而根据理性选择理论，这些人所执行的公共政策必然主要是为他们自己
服务的。中国古代皇帝总是以“公”的形象出现的，玉玺所盖的大印就是“公”的象征，而儒家传统
也尽量通过道德教化将继位太子教育成克己奉公的“明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熟读儒家教义的大小
官吏，但是仍然无法弥合公私之间的鸿沟，无法改变公权力最终掌握在私人手中的状况。从九品“芝
麻官”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每一个官员都身兼公私双重身份：他们都代表“国家”，应该为公共利益
服务，但他们其实又都是私人，其本性决定了他们首先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除非受到制度上的监督
和约束，他们注定将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如何保证公权力的公共性，便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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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编辑推荐

《学术教科书:宪法学讲义》是张千帆教授独著的学术类教科书，是作者根据自己授课的内容撰写而成
，体现了作者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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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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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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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讲义》

章节试读

1、《宪法学讲义》的笔记-第21页

        法律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
1.维持社会秩序，保证个人安全，惩罚犯罪行为，维护基本的公共利益。
2.协调社会行为，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规则框架。
3.一套确定的法律规则体系将给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理性预期，而这种理性预期对于任何有目的、
有计划的社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不太明白

2、《宪法学讲义》的笔记-第501页

        建立诚信的必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如果言论自由被压制住了，人们不敢说真话，怎么可能造就一
个诚信的社会？摧毁社会道德的最有效手段不是对立的理论或学说，而是自身的虚伪。⋯⋯压制言论
将造就虚假，迫使人们公开说谎，而虚伪是摧毁所有道德和良知的最有力的腐蚀剂。我不是说有了言
论自由，我们就有了诚信社会；但是没有言论自由，建造诚信社会必然是难上加难。

3、《宪法学讲义》的笔记-第1页

        宪法是什么？
    第一，形式意义上的含义：以宪法命名的规范性文件，此种命名与内容无关。
    第二，实质意义上的含义：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固有的含义，即规定国家统治之基本的法。第二种
含义即是立宪意义上的宪法，指的是通过限制专断性权力以广泛保障人权的国家基本法。立宪意义上
的宪法有三个特点：1，它最早是在西方开始出现的，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宪法。2，立足
于自由主义。3，立宪意义上的宪法被广泛地认为体现了宪法最优质的特质。
    宪法与宪政
    形式意义上的定义和实质意义上的定义。形式意义指的是：所谓宪政，就是指宪法政治，即依据宪
法而展开的政治。实质意义上的定义。毛爷爷有个著名的论断对我国有重大影响：宪政即是民主政治
。然而根据国际通说，宪法的基础未必是民主主义，而是立宪主义。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宪法不等
于宪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大多是一国宪政运动的结果，又是一国宪政的依据，也
就是说实行宪政，首先必须要有宪法。第二宪法又是依据宪法展开（实施）的政治，根据宪法来规范
公共权力，展开我们的政治生活。补充一点：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但是依据宪法而展开的宪法政治
也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宪政，因为宪政必须有立宪意义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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