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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是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主要课程教材之一，除绪论外，《宪法》由十章组成：宪法学
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我国的经济政治性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人大代表的
选举；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宪法》的章节体系主要是针对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特点而设计的，即：需要为学习者准确理解我国
宪法及其发展做必要的知识铺垫和事实解析，即使是讲解我国宪法文本，其顺序也不拘泥于现行宪法
的结构，而是主要着眼于学员通盘掌握中国宪法内容的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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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之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带头人、博士点带头人，上海交通大学博
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诲宪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上海《法学》月刊总编辑。
童之伟的代表作有《法权与宪政》、《法权中心的猜想和证明》、《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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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第一节 什么是宪法一、“宪法”一词的来龙去脉二、宪法的起源和特点三、宪法的内容第二
节 宪法的结构、渊源和分类一、宪法的结构二、宪法的渊源三、宪法的分类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宪法基本原则概说二、保障基本人权原则三、人民主权和有限政府原则四、法治原则第四节 宪法
的创制与解释一、宪法的创制二、宪法的修改三、宪法的解释第五节 宪法实施的保障一、违宪审查的
作用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二、违宪审查制的发展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第六节 宪法规范、宪法关系
与宪法意识一、宪法规范二、宪法关系三、宪法意识第七节 宪法的作用、效力和宪政一、宪法的作用
二、宪法的效力三、宪政第二章 宪法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宪法的出现和发展一、近代西方国家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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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中国宪法一、《共同纲领》二、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体制的确立三、1975年宪法与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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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质的概念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与特点第二节 我国的经济制度一
、经济制度概述二、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所有制和经济形式三、我国的分配制度第三节 我国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二、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第四节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一、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说一、公民和国籍二、公民与人民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四、公
民权与人权五、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六、新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
本权利一、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二、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三、公民的社会、经
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四、特定人的权利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一、履行基本义务是公民的
责任二、我国公民基本义务的主要内容第四节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一、权利和自由的广泛
性二、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三、权利和义务的现实性四、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第五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
自由的限制及其行使原则一、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方式二、公民正确行使权利和自由的原则第
五章 人大代表的选举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一、选举及其意义二、选举制度的概念与内容三、选举制
度的历史发展与作用四、选举制度中的代表制第二节 人大代表选举基本原则一、选举基本原则二、中
国选举制度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第三节 人大代表选举程序一、代表直接选举程序二、代表间接选举
程序三、对代表的罢免和补选第四节 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一、代表制或代议制理论简说二、我国人
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第六章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概述一、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二
、政权组织形式的类型三、政权组织形式的意义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一、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
政权组织形式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第三节 人民代
表大会制的进一步完善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
途径和措施第七章 国家结构形式第一节 国家结构形式概述一、国家结构形式的形成和基本特征二、
国家结构形式基本分类三、单一制四、联邦制五、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结构形式的态度第二节 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一、我国建立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依据二、我国建立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的客观必
然性三、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的内容构成四、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优越性五、我国的
行政区域划分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概念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和
种类三、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第四节 特别行政区制度一、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理基础和政策基础二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三、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四、特
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行政区的联系和区别五、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第五节 国家象征一、国旗二、
国歌三、国徽四、首都第八章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节 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国家机关的概念和特点二
、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三、国家机关的法定分类及我国的中央国家机关体系第二节 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一、国家元首概述二、
我国国家主席的历史沿革三、1982年宪法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重大意义四、国家主席的性质与地位五
、国家主席的产生与任期六、国家主席的职权七、国家主席职位的补缺程序第四节 国务院一、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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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沿革二、国务院的性质与地位三、国务院的组成与任期四、国务院的职权五、国务院的领导体
制六、国务院的会议制度七、国务院的组织机构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一、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
沿革二、中央军事委员会性质与地位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与任期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能和
领导体制第六节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概述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
院的历史沿革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和任务四、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系统和职权
五、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原则、领导体制和审判制度六、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的工作原则、领导体
制和工作程序第九章 地方国家机关第一节 地方国家机关概述一、地方国家机关的概念和构成二、地
方国家机关的功能和特点三、我国的地方国家机关的构成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一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三、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一、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历
史沿革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性质与特点三、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第五节 特别行政
区的地方国家机关一、特别行政区地方国家机关的特点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三、特别行政区政
府四、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五、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第十章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一节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概述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含义二、宪法规定设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意义三、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同基层政权的关系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完善第二节 居民委员会一、居民委员会的
设置二、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三、居民委员会的任务第三节 村民委员会一、村民委员会的设置二、村民
委员会的组织三、村民委员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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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宪法学受苏联宪法学的影响很深，在对宪法学对象的认定问题上也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宪法学教材（讲义）反映了这种情况。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已注意到宪法学不仅要研究宪法本身，而且要研究现实的宪法，
即宪法在实施中的情况。
但是，当时我国的宪法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没能摆脱苏联宪法教程的框架。
这从当时学者们确定的宪法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来。
当时我国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材，确定的宪法学主要内容是：宪法的起源和本质、类型和特点、内容
和形式、发展和消亡过程；宪法的具体规范、宪法规范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中外宪法制
度和宪法思想的比较及其发展的历史；宪法同经济、政权以及其他法的部门的关系。
可见，这些内容所带有的苏联宪法学的色彩还比较浓厚。
此后，有些学者主张将宪法学的对象区分为宪法规范与宪政。
这部分学者认为，宪法规范是宪法学的静态的对象，宪政则是宪法学动态的对象。
这些主张是针对我国宪法学在确定对象问题上的一些偏差提出来的。
对于当代的宪法学来说，静态的规范研究这一块肯定是必要的，但不能到此为止，不能只根据宪法和
宪法性法律的规范来进行描述，还应该具体考察这些规范的实施情形及其结果。
将宪法学对象区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这一做法在吸收原有宪法学教科书的长处的同时，按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调整了对宪法学的对象的定位。
近十多年来，在宪法学对象问题上，较多学者看好的一种定位是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及其相互关系。
宪法现象是丰富多样的，公民权利、国家权力是其中最基本、最突出的现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
矛盾构成法治社会的基本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及其相互关系确认为宪法学的基本对象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象”与“基本对象”是不同的，基本对象只是全部对象中最重要、最常见的部分，基本对
象之外的对象大量存在，形式多样，所以，指出宪法学的基本对象是什么还不足以回答宪法学的对象
是什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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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为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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