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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主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的意义、底蕴的理解、阐释存
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比较注重法律的制定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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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在总结编写者长期教学经验，借鉴国内外外国宪法研究方面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主要特点是：(1)强调宪法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宪法的区域性为基础，分别介绍了欧洲、亚洲、非洲与
美洲各国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宪法制度；(2)大部分编写者都有到相关国家留学或学术访问的经历
，所采用的资料比较新，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从宪法理论与宪法运行两个方面较客观地介绍了各国
宪法的特点。
 本教材的主要适用对象为各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双学士、函授及自学考试专科生、本
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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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府的组成与职权第五共和国宪法虽设有“政府”一章，但一共才4条，其分量与总统一章共15条
极不相称。
而这种不对称性才正是关于总统与总理权限划分不均衡、重总统职轻总理职的真实描绘。
（一）关于政府的产生程序与组成宪法第8条规定：“共和国总统任命总理，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
任免政府的其他成员。
”在第四共和国时，总统必须在每届议会之始，依惯例征询议会意见之后才指派总理。
从文字表面看来，总统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派总理。
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国政府产生程序的特殊性在于：“它彻底摆脱了议会对政府的组成的控制与参
与，这是法国政府既不同于议会制国家的政府、也不同于总统制国家的政府的一种产生制度。
”①这一观点可能是望文生义所致。
我们有必要在此加以澄清。
事实上，法国政府的组成恰恰是与议会选举的结局相一致的，即只有议会选举胜利的多数党或政党联
盟才可能组织政府。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强人戴高乐将军也必须照顾选举结果，任命共产党人出任阁员。
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要分别两种情况：一是总统与议会执政多数党同属一个党派，因此总统可以从同
一党派来挑选候选人并任命为总理；二是总统与议会多数党不属同一党派，如三次“左右共治”②时
期，总统也只能任命代表多数党的候选人为总理。
当然，在形式上任命总理不需国会副署，但这种任命首先是根据国会的政治力量对照而作出的决定。
而这一特点却正好体现了法国的半议会制特点。
也正因为如此特征，迪瓦热教授认为法国是一种“半总统和半议会制”政体，而法国议会制则是一种
“奥尔良王朝式的”和“理性化的”议会制。
④国会的制约还表现在宪法第49条的规定中。
该条第1款规定：“经内阁会议审议后，总理就政府的施政纲领或者必要时就一项总政策的声明，向
国民议会承担政府责任。
”新政府的施政纲领是否必须寻求国民议会多数的支持具有很大的弹性。
具体表现为：（1）有时总理直接使用第49条第1款要求表决其施政纲领（截至1998年3月，共15次）；
（2）如果总理拒绝表决其施政纲领，议会可能利用第49条第2款要求通过对政府施政纲领或总政策的
不信任案（共17次，不计关于具体政策的不信任案投票）；（3）有时，总理既不表达施政纲领，国民
议会也不提出不信任案（共6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宪法>>

编辑推荐

《外国宪法(第3版)》说明了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
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主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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