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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教材以宪法法典的体系结构为依据，同时顾及宪
法学课程的特点和需要，除绪论外，共分七章，即宪
法总论、宪法的产生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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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学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
根本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本教材选用
国际上通行的教材编写体例，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本
质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
根据最新的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以中国宪法为主，
兼顾其他国家的宪法理论和宪政制度，对宪法学的基
本问题进行了介绍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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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崇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学位点主持人和博士生导师。主
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
员会委员，原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Page 3



《宪法》

书籍目录

目录
绪论
一、宪法学研究对象
二、宪法学的体系
三、宪法学的研究意义
四、宪法学研究的方法
第一章 宪法总论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
一、宪法的概念
二、宪法的本质
三 宪法的分类
第二节 宪法与宪政
一、宪政的概念
二、宪政的基本内容
三、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第三节 宪法渊源、宪法典结构与宪法规范
一、宪法渊源
二、宪法典结构
三 宪法规范
第四节 宪法创制
一、宪法制定
二、宪法修改
三、宪法解释
第五节 宪法惯例
一、宪法惯例的特征
二、宪法惯例的类型
三、宪法惯例的作用
第六节 宪法监督
一、宪法监督概述
二、宪法监督权
三、宪法监督的基本类型
四、中国的宪法监督
第七节 宪法的社会作用
一、宪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二、宪法在组织国家政权方面的作用
三、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
四、宪法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方面的作用
五、宪法在实行法治方面的作用
第二章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近代宪法的产生条件
二、近代宪法的产生过程
三、宪法的发展
第二节 旧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宪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提出
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
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宪法

Page 4



《宪法》

四、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宪法性文件
第三节 新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二、1954年宪法
三、1975年宪法
四、1978年宪法
五、1982年宪法
第三章 国家性质
第一节 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
一、国家性质概述
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特点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二节 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一、经济制度的概念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
三、非公有制经济
四、分配原则
五、公民个人财产权和继承权
第三节 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精神文明与宪法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四章 国家形式
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
一、政权组织形式概述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五、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概述
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三、特别行政区制度
四、我国的行政区划
第三节 国家象征
一、国旗
二、国徽
三、国歌
四、首都
第五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论
一、宪法与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的类型
三、基本权利的保障与界限
四、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
第二节 平等权
一、平等权的内涵
二、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平等
三、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与法律内容上的平等

Page 5



《宪法》

四、平等与“合理的差别”
第三节 政治权利
一、政治权利的宪法意义
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三、表现的自由
四、监督权
第四节 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
一、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的宪法意义
二、宗教信仰自由
三、文化活动的自由
四、通信的自由和秘密
第五节 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
一、人身自由
二、人格尊严
第六节 社会经济权利
一、社会经济权利概述
二、财产权
三、劳动权
四、休息权
五、生存权
六、受教育权
第七节 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一、概述
二、几种主要的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
第八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四、保卫祖国和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五、依法纳税的义务
六、其他义务
第六章 选举制度
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
一、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与概念
二、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基本功能
第二节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二、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并用原则
四、无记名投票原则
第三节 选举的民主程序
一、选区划分
二、选举机构
三、选民登记
四、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五、选举投票
六、代表辞职
七、对代表的罢免
第七章 国家机构

Page 6



《宪法》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一、国家机构的概念
二、国家机构的组织活动原则
三、国家机构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
三、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节 国家主席
一、国家主席的性质和地位
二、国家主席的产生和任期
三、国家主席的职权
第四节 国务院
一、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
二、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
三、国务院的领导体制
四、国务院的职权
五、国务院的机构设置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立
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责和领导体制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四、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性质 地位和构成
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职权
第八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一、人民法院
二、人民检察院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关系
第九节 特别行政区机关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机关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机关
参考书目

Page 7



《宪法》

精彩短评

1、shi
2、许崇德先生是著名的法学专家，复旦老师极力推荐的
3、加厚版政治生活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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