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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比较宪法学》是宪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
本教材是在总结编写者教学经验，借鉴国内外比较宪法学研究方面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
其主要特点是：（1）以宪法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注意分析宪法制度背后的文化价值；（2）采用以
问题与国别相结合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力求从不同制度的比较中寻求宪政发展的共性与个性；（3
）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了比较过程中综合性的研究方法，避免对制度的静态描述，强调从制度与事实
中提炼普遍性的规则与原理，以区别于外国宪法学；（4）比较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比较新，为读者
进一步思考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与资料线索。
本教材主要适用对象为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各类函授及自学考试的学生。
它由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山东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等单位研究比较宪法学的专家学者编写。
本书撰写分工如下（按撰写章节顺序）：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导论、第一编第一章
。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编第二、三章。
王广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一编第四、五章。
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第二编。
潘伟杰（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三编第十三、十四章。
王德志（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三编第十五、十七章。
任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第三编第十六、十八章。
张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四编第十九、二十章。
杜强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第四编第二十章。
刘志刚（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四编第二十一章。
郭文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附录本书由主编统一审校修改定稿。
在本书第一版的编辑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杜强强、硕士生李忠夏、王贵松协助主编做
了文字校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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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宪法学是现代宪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比较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宪法现象的
独立学科。
本书以宪法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对宪法文本和规范进行分析，系统介绍现代比较宪法学的基本范畴
、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从不同制度的比较中寻求宪政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揭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宪
法制度发展与演变的规律，对诸家学说进行认真评析，为读者进一步思考比较宪法学的理论与实践问
题提供了学术信息。
全书分导论、四编及附录，共21章。
导论论述了比较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各编根据宪法文化与宪政实践的特点，分别对宪法基本原理、宪
法基本权利、宪法基本制度与宪法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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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大元，[编辑本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男，吉林人，1960年10月出生，朝鲜族。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学位
：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个人简历吉林大学法学院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硕士、博士主要科研情况承担过一系列国家、部委和学校的社科项目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理事，中
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
常务理事等。
获奖情况《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一书获教育部科研成果一等奖.主讲课程及其他课程《中国宪法学》、
《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等。
其他经历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曾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访研、参会。
主要科研成果1．独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1996年，再版三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东亚法
治的历史与理念》(2000年)，法律出版社《韩国国会》(2001年)，华夏出版社《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
政》（2004年，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合著《宪法学专题研究》（2004年，三人合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宪法》（2004年，二人合著），法律出版社《宪法学原理》(1997年，二人合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当代人权保障制度》(1998年，二人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
宪法的理论与实际》(1999年，二人合著)，日本成文堂《宪法学》(2000年，三人合著)，法律出版社3
．主编《比较宪法学》（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宪法学》(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
代中国法概论》，(2002年)韩国博英社《宪法学参考资料》，(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比较行政
法》(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国宪法》(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代宪法学基本原
理》(2000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宪法学》(1999年，司法部统编教材)，法律出版社《新中国
宪法发展史》(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4．发表论文在国内《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篇。
承担主要项目目前承担国家、省部级、国际合作项目8项，主要有：《非西方宪政体制比较研究》、
《东方法制研究》、《新中国1954年宪法研究》、《亚洲地方制度比较研究》、《优秀法学院评估体
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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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比较宪法学的概念二、比较宪法学的性质与范围三、比较宪法学的历史变迁四、比较宪法学
的基本功能五、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六、比较宪法学的体系七、比较宪法学的局限性与研究步骤八
、比较宪法学的发展趋势第一编 宪法基本原理比较第一章 宪法概念第一节 宪法语义与宪法概念成立
条件第二节 宪法概念的历史变迁第三节 宪法概念的比较第四节 宪法分类第二章 宪法基本原则第一节 
宪法基本原则概述第二节 人民主权原则第三节 基本人权原则第四节 法治原则第五节 权力制约原则第
三章 宪法渊源第一节 宪法渊源概述第二节 中国宪法渊源第四章 宪法结构第一节 宪法典的形式结构第
二节 宪法典的内容结构第三节 不同国家宪法典结构的比较第五章 宪法效力第一节 宪法效力的根据及
其体现第二节 宪法典的效力第三节 宪法性法律的效力第四节 宪法解释的效力第五节 宪法判例的效力
第六节 宪法惯例的效力第七节 宪法对国际条约的效力第二编 基本权利比较第六章 基本权利概述第一
节 基本权利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基本权利及其相关概念辨析第七章 基本权利的法律形式与分类第一
节 基本权利的法律形式第二节 基本权利的分类第八章 基本权利的主体与效力第一节基本权利的主体
第二节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效力第三节基本权利对私人的效力第九章 基本权利的限制第一节 限制基本
权利的依据与内涵第二节 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与原则第三节 限制基本权利的形式与界限第十章 基本
权利的保障与救济第一节 基本权利的保障第二节 基本权利的救济第三节 中国基本权利的保障与救济
第十一章 基本义务的体系第一节 基本义务的概念与特征第二节 基本义务的性质与法律形式第三节 基
本义务的分类第十二章 基本权利的发展趋势第一节 基本权利观与权利二分法的发展第二节 基本权利
的主体范围扩大第三节 基本权利的内容增多第四节 基本权利受较多限制第五节 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
增强第六节 基本权利的国际化第三编 宪法基本制度比较第十三章 选举制度第一节 选举概述第二节 选
举制度第十四章 政党制度第一节 政党概述第二节 政党制度第十五章 议会制度第一节 议会的起源和性
质第二节 议会的组织体制第三节 议会的构成第四节 议会的职权第五节 议会的议事制度第十六章 政府
制度第一节 政府制度概述第二节 政府组织形式第三节 中央或联邦政府的组成与职权第四节 中央或联
邦政府的机构设置第十七章 司法制度第一节 司法权的特点和功能第二节 司法机关的组织体制第三节 
法官制度第十八章 地方制度第一节 地方制度概述第二节 西方国家地方制度第三节 中国地方制度第四
编 宪法运行机制比较第十九章 宪法解释制度第一节 宪法解释的功能第二节 宪法解释的机构第三节 宪
法解释的性质第四节 宪法解释的原则第五节 宪法解释的方法第六节 宪法解释的界限第七节 宪法解释
的程序第二十章 宪法修改制度第一节 宪法的刚性与宪法修改的必要性第二节 修宪权的性质与地位第
三节 宪法修改的方式第四节 宪法修改的程序第五节 宪法修改的界限第二十一章 宪法诉讼制度第一节 
宪法诉讼概述第二节 宪法诉讼的基本范畴第三节 宪法诉讼的模式附录 欧盟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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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无法有效地解决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之间出现的各种冲
突与矛盾，难以运用现有的宪法理论解释不同形式的宪法现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为了建立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学者们开始注意分析宪法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注
意分析宪法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而且对其运用过程给予了高度重视，使比较宪法学的概念与各种学术
命题具有现实的基础。
在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中动态方法的广泛运用，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全面认识宪法问题提供了条件
。
当然，在认识与运用综合化的研究方法时，应注意分析宪法价值与事实认识的相互关系，避免方法论
运用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重视宪法的动态过程并不意味着比较宪法学理论盲目地服从现实的需求，更不能把它解释成为现实的
政治需求而牺牲宪法学理论的科学价值。
著名的日本比较宪法学家桶口洋一教授区别了认识他国宪法现象的比较宪法学与以解释、实践日本宪
法为任务的日本宪法解释学的界限，强调“比较宪法学的性质是解决认识问题，与宪法拥护、宪法修
改的评价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①如果把比较宪法学知识定位在“认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
性”，有助于规范知识体系，防止因比较宪法学知识的‘陈旧’可能造成的非理性的宪法实践。
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要求研究者根据宪法现象的不同特点，合理地选择适合于解释和解决宪法问题
的方法，建立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几种研究方法的并用是十分必要的，如比较不同国家违宪审查制度时，制度的
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不同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结构，从静态意义上了解宪法规范的特点；功能的
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的宪政运作中分析违宪审查制度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评价其社
会影响。
而历史的比较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违宪审查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
因素，有利于分析违宪审查制度背后的历史和事实关系。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相对的，应在实际的事实关系中选择适宜的方法。
但具体解释宪法问题时，事实与方法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现实的对应关系，比较宪法学并没有给我们提
供现成的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当然，我们强调比较宪法学知识的“中立性”或“公共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不同宪法制度与理论中可
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性，比较过程中必然涉及一定的社会价值的评价问题，需要研究者透过大量的宪法
事实把握宪法发展的规律。
总之，制度的客观评价与社会价值的评价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可以保持相互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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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宪法学》全书分导论、四编及附录，共21章。
导论论述了比较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各编根据宪法文化与宪政实践的特点，分别对宪法基本原理、宪
法基本权利、宪法基本制度与宪法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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