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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是为适应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宪法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的编写先后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有关部门的支持。
本书主要有如下特点：1.非常注重吸收宪法学和法学其他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理论创新。
本书的各个部分和几乎所有章节，都是以宪法学、法理学等学科最近10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依托写
成的。
2.章节和篇幅安排，反映了当代世界宪法发展、宪法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或基本趋势。
在当代，法治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基本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看重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的保障，因而那些国家的宪法学教材在这些领域所占的比重往往也比过
去更大。
本教材顺应这种世界性趋势，将叙述和探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的篇幅做了较大幅度
提升。
3.立足中国现实，尊重现行宪法文本，遵循法治精神。
中国有中国的基本情况，谈论中国的宪法问题不能脱离现行宪法的框架和宪法实施的真实情况。
本书是一部教材，本书主编和各位撰稿人十分注重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读者准确深入地理解我国现行
宪法，进而思考中国在宪政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努力探寻符合法治精神的解决途径。
所以，本书既系统地介绍了法学专业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宪法学基本理论，又结合我
国的宪法事例和当代法治发达国家的一些典型宪法判例，对宪法学各主要研究方向所面对的一些前沿
性问题，做了适度探讨。
4.视角比较统一，知识比较准确，内容连贯，体系完整，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为增强通用性，我们在将本书的主要使用对象定位于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同时，还安排了不少探讨性、
前沿性内容，因而也比较适合作为法律硕士生的宪法课教材和法学硕士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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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第2版）》非常注重吸收宪法学和法学其他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理论创新。
《宪法学（第2版）》的各个部分和几乎所有章节，都是以宪法学、法理学等学科最近10年来的最新研
究成果为依托写成的。
章节和篇幅安排，反映了当代世界宪法发展、宪法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或基本趋势。
在当代，法治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基本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看重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的保障，因而那些国家的宪法学教材在这些领域所占的比重往往也比过
去更大。
本教材顺应这种世界性趋势，将叙述和探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的篇幅做了较大幅度
提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书籍目录

第二版序言前言导论第一章 宪法学基本理论第一节 宪法的起源、特点和内容第二节 宪法的结构、渊
源和分类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第四节 宪法的创制与解释第五节 宪法的作用、效力和宪政第二章 宪
法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宪法的出现和发展第二节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宪法第三节 1949年以来的中国宪法
第三章 宪法关系的常见主体和基本内容第一节 宪法关系第二节 公民、权利和公民基本权利第三节 国
家与国家权力第四节 政党及其作用第四章 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第一节 人格尊严第二节 人身自由第三
节 居住自由第四节 迁徙自由第五节 隐私权第六节 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第七节 信息自由第五章 公民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第一节 经济权利第二节 社会权利第三节 文化权利第六章 公民公共参与权
利的保护第一节 言论自由第二节 出版自由第三节 结社自由第四节 集会、游行、示威和请愿的自由第
五节 监督权和请求权第六节 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创制、复决、公投权第七章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节 中
央国家机关概述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六节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章 地方国家机关第一节 地方国家
机关概述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第四节 民
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五节 特别行政区自治机关第六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第九章 我国宪法实施
及其制度保障第一节 我国的宪法实施第二节 宪法实施需要制度保障第三节 宪法保障的内容和违宪审
查第四节 中国宪法保障的历史与现实第五节 中国宪法保障体制的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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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面对一个学科，学习也好，研究也好，得有对象。
宪法学的对象，人们大多称之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从实际情况看，对于大学法学院本科阶段的学
生和与其水平相当的其他学习者来说，或许称之为学习对象更恰当。
为避开这方面可能有的争论，或许还是不分研究与学习，将其统称为宪法学的介绍和解说对象比较合
适。
对于宪法学的对象，像任何其他学理问题一样，学者们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
但是，从总体上看，不论是哪国的学者，不论他们之间的具体观点差距有多大，基本上都会直接或间
接显现出这样一些共同认识：宪法学面对的是宪法现象，其中主要包括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
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国家机关职权的范围和所受限制；公民行使基本权利、国家掌握和运用
权力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公民的此种基本权利与彼种基本权利之间的协调实现关系，不同国家机关
行使职权、权限的互动关系，等等。
不论哪国大学中采用的宪法学教材，实际上都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介绍关于这些方面的原理、知识
和情况。
在以判例为法的主要渊源的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虽然有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
具体含义却往往是由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决定的。
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学特别重视宪法判例，也可以说以宪法性判例为宪法学的主要对象。
在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渊源的国家，宪法学给人的印象是宪法典、根据宪法的立法和宪法性裁判例或
解释例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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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第2版)》：新世纪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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