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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是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反映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与经验
。
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中宪法学知识不断推陈出新，为人类解决各种生存问题提供理性与理论依据。
现代宪法学是充满理性与智慧的开放性的知识体系，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功能。
　　本教材是为法学专业研究生编写的，考虑到研究生已掌握基本的宪法学知识，具备一定的宪法思
维以及目前已出版的宪法学教材比较多的情况，本教材在内容的选择与论述的深度上侧重于原理性、
专题性问题的说明，没有面面俱到。
本教材的基本编写思路是:以宪法的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分析为出发点，以宪法文本、宪法制度、宪法实
践的分析为基本框架，以原理的比较为基本研究方法，较系统地探讨了现代宪法学的基本命题与面临
的课题。
本教材所研究的内容与领域相当于宪法学总论部分，提出了基本的学科框架与方法。
按照这种思路，本书分为三编十七章。
第一编是宪法学基本原理，对现代宪法学理论中的基本命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与介绍，主要涉及宪
法学体系、宪法概念、制宪权、宪法解释权与宪法修改权、宪法与对外关系、宪法保障等基本问题。
第二编是基本人权问题，根据宪法价值体系，对基本权利的范畴、基本权利的类型与有代表性的判例
进行了分析与介绍。
对基本权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过程的实证研究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第三编是国家机关与政治组织问题，对现代宪法框架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政党法制
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向读者提供宪法价值通过机构体系表现的过程与具体形态。
　　本书的写作大纲由三位编写者共同讨论确定。
因本书是宪法学的专题性的研究，采取共著的形式，故在写作内容上除对体例上明显不协调的部分进
行了必要的调整外，基本上保持了每位作者的学术风格与学术观点。
基于这种原因，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可能发现三位作者对某些共同问题的不同分析方法或观点。
　　我们认为，专题性的研究著作中保留不同作者的不同学术观点，有利于读者了解学术命题的不同
背景与学术信息，留给读者自由思考的必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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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主要从事比较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
代表性学术成果:《亚洲立宪主义研究》（独著）、《东亚法治的理念与历史》（独著）、《1954年宪
法与新中国宪政》（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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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动形式　　　　　　　　第四节　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　　　　　　　第六章　宪法解释与宪法
修改制度　　　　　　　　　　第一节　宪法解释制度　　　　　　　　第二节　宪法修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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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参政权　　　　　　　　　　第一节　宪法上的参政权　　　　　　　　第二节　选
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三节　请愿权的观念发展形态:监督权　　　　　　第三编　国家
机关与政治组织　　　第十四章　立法机关及其权限　　　　　　　　　　第一节　立法机关概述　
　　　　　　　第二节　立法机关的权能　　　　　　　第十五章　行政机关及其权限　　　　　　
　　　　第一节　行政机关概述　　　　　　　　第二节　行政机关的权能　　　　　　　第十六章
　司法机关及其权限　　　　　　　　　　第一节　司法机关概述　　　　　　　　第二节　司法机
关的权能　　　　　　　第十七章　政党法制　　　　　　　　　　第一节　政党法制概述　　　　
　　　　第二节　政党法律制度　　　　　　　　第三节　对政党活动的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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