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宪法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宪法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0099071

10位ISBN编号：7300099076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谢姝伟 编

页数：2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宪法教程》

前言

国内现有宪法教材繁多，但多数理论性过强，形式较为固定化，多是宪法基本知识的罗列，对学生而
言缺乏亲和力。我们长期在一线教书，萌生了写一部能引发学生兴趣、通俗易懂的宪法教材的想法。
恰在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我院签署了合作意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于是本教材应运而
生。本教材是我们根据授课对象、课程定位、教学改革思路，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并紧密联系现实进
行编写的。我们对宪法课程的定位是：传播宪政理念，培育具有宪政人格的公民；为学习部门法构建
桥梁；提高对法律实务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深层次分析问题的能力。就教改思路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转变教学理念，教师的价值体现在能否有效地使授课对象获益，而不是机械地上了多少学时的课（
即育才与育人的结合，将知识与人生观的培育融入教学中）；将宪法的平等、民主、自由理念引入教
学之中，建立师生之间朋友武的平等关系，有利于教学的互动，也有利于宪法精神（即以人为本）的
培育；在教学中融入快乐因子，快乐教学不仅是让学生在快乐中掌握知识，也是让我们在教学这一过
程中愉悦自己；树立务实求新创新观念，顺应社会需求，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要实现上述教学目的和
课堂效果，通过一部实用的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宪法教程搭建一个平台，不失为达此目的的捷
径。为此，通俗、简约、创新、实用、有趣是我们编写这部教材的主导思想。为实现编写主导思想，
在体例上，我们以问题开篇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注
意力和学习效果。在内容上，一方面侧重通俗性，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只求做到概念清楚、要点明
确。深层问题通过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引出，由学生进行思考、讨论、阐述，教师进行总结归纳。另
一方面，我们根据教学内容搜集了大量的背景材料，这些材料都是较新或最新的社会事件、社会新闻
、统计数据等客观资料，对于理解所学内容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同时，在大多背景材料中都提出了思
考问题，使学生在兴奋中思考问题，在思考中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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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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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力制约之所以是宪法的
基本原则，主要决定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尽管导致近代宪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
经济的发展，但从政治的层面而言，则是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也就是说，当国家权力从过去由少
数人所有转变为至少在形式上由多数人所有后，亦即人民主权出现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国
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产生分离。为了保障国家权力所有者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使这
种保障机制具有足够的权威，确认权利制约权力的国家根本法也就应运而生。就宪法的基本内容来说
，不仅保障公民权利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且对国家权力不同部分之间的制约机制也有明确规
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分权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权力
制约原则主要表现为监督原则。分权原则亦称分权、制衡原则。分权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几部分，分
别由几个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制衡原则是指这几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保持一种互相牵制
和互相平衡的关系。分权原则是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根据近代分权思想确立
的，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方案。1787年美国宪法
就按照典型的分权、制衡原则，确立了国家的政权体制。法国《人权宣言》则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
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受美、法等国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分
权原则。从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实践来看，分权原则对于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虽然是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相互倾轧的结果，但分权原则不能不说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立法权的日益缩小，分权、制衡原则也正
在日益发生转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首创的。马克思指
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恩格斯也
指出：公社一开始就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不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
他们。巴黎公社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
，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
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尽管如此，但由于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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