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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现代宪法学基本理论范畴为基础，力求将宪法文本、宪法原理与宪法判例结合起来，以期
获得对宪法现象的完整认识，并在动态的过程中提炼宪法学的基本价值。
在宪法学体系上，本书采用了宪法学原理、宪法权利与国家权力组织三段论，突出了宪法学作为法学
的属性与专业化知识体系的特点。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宪法学基本原理部分系统地分析了宪法学的性质与功能，提出宪法存在的社会
与道德基础、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冲突等基本理论；第二编基本人权部分从我国宪法现实的问题意识
出发，结合宪法判例，系统地阐述了基本人权的价值与现实；第三编对各种国家权力的组织、体系与
功能等进行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宪法学只关注政治宪法的学术局限性，其研究具有较强
的前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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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对象问题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因为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仅关系到宪法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确定
。
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宪法学研究对象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即把宪
法学定位于权力与权利相互关系的协调。
二是认为宪法学研究对象是国家根本制度与根本任务，由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所决定，宪法学不可能研
究具体的国家制度，主要研究带有宏观性的基本制度。
三是认为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的学问。
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学研究对象与宪法的特征是相适应的，宪法学研究宪法所调整的基本的社会关
系，即与宪法相关的各种宪法现象，并把基本社会关系的内容加以归纳、分类，最后确定相应的宪法
调整方式。
宪法学研究对象通常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宪法学的理论结构，二是宪法的实践结构。
宪法学的理论结构主要反映了说明和解释宪法现象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念，具体包括：宪法概念、制
宪权、宪法功能、宪法适应社会的形式、宪法实施以及宪法发展的一般途径等。
宪法的实践结构主要指宪法的具体制度和运行形式，反映宪法的动态过程，具体研究宪法原理如何在
现实中得到实现并形成相应的社会效果。
基本原理价值与社会现实价值的统一是宪法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同时构成各国宪法学共同
的研究对象。
当具体涉及特定国家宪法学研究对象时，宪法学研究自然以本国宪法的研究为中心，同时涉及宪法学
发展中公认的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宪法制度，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本国宪法原理与制度运行过程的分
析。
这里所讲的本国宪法不仅指宪法典，同时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国家权力的运作及人权保障等
广泛的内容。
宪法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有些是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有些内容则存在于宪法典之外。
在遵循宪法学共同规则的同时，各国宪法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根据本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宪法调整
方式的特定性，合理地调整其内容，科学地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为宪法学发挥其应有功能提
供有利的社会条件。
在分析宪法学研究对象时，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宪法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上，注意区分宪法
解释功能和宪法学的科学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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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专题研究》(第2版)以现代宪法学基本理论范畴为基础，力求将宪法文本、宪法原理与宪法刿
例结合起来，以期获得对宪法现象的完整认识，并在动态的过程中提炼宪法学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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