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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广大普通高等
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
该套教材有以下特色：基础性。
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
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实用性。
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
的能力。
创新性。
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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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最新，男，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律与经济事务研究所主任，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法学会理事，广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
法学会港澳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律咨询专家，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教学
与研究。
先后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
余篇，其中多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出版专著、合著、编著共十余部，主持纵横项课题十余项，获各种奖励五项。
杨桦，女，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行政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出版《论电子政务与行政法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著作与教材四部，在《武汉大学学报》
、《行政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纵横项课题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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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原理篇第一章  宪法概述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与渊源  第三节  宪法结构与宪
法规范  第四节  宪法与宪政第二章  宪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人民主权原则  第二节  基本人权原则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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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宪法修改第五章  宪法解释  第一节  宪法解释的内涵  第二节  宪法解释的机关  第三节  宪法解释的
原则、方法与程序第六章  宪法实施  第一节  宪法实施的概念和基本构成  第二节  紧急状态下的宪法实
施  第三节  宪法实施保障的体制  第四节  宪法实施保障的基本方式  第五节  我国的宪法实施保障机制    
第二编  制度篇第七章  国家性质  第一节  国家性质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国家性质第八章  国际形式  第一
节  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第三节  国家象征形式第九章  选举制度  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我国选举制度第十章  政党制度  第一节  政党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政党制度第十一章  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第十二章  特
别行政区制度  第一节  特别行政区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节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第三节  特别行政
区的政治体制  第四节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    第三编 权利篇第十三章  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人权与基本权利  第二节  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  第三节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特点与完善第十四章  平
等权  第一节  平等权概述  第二节  我国宪法中的平等权第十五章  政治权利  第一节  政治权利概述  第二
节  我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第十六章  自由权  第一节  自由权概述  第二节  人身自由  第三节  精神自由  
第四节  表达自由第十七章  经济和社会权利  第一节  经济和社会权利概述  第二节  财产权  第三节  劳动
权  第四节  受教育权  第五节  社会保障权    第四编  机构篇第十八章  代议机关  第一节  代议机关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第四节  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第十九章  国家元首  第一节  国家元首概述  第二节  国家元首的职权及其保障  第三节  我国
的国家元首  第四节  我国的军事机关第二十章  行政机关  第一节  行政机关概述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节  国家公务员第二十一章  司法机关  第一节  司法机关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审
判机关  第三节  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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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从宪法的功能和作用的角度定义宪法。
如美国学者特里索利尼认为：“宪法具有双重功能，即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
”布朗戴尔认为：宪法是强调对政府活动进行限制，给予公开以最大限度自由的强制性规范。
美国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代表人物托马斯·潘恩说：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
物。
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一种无权
的权力。
第四，从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定义宪法。
如美国学者库力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它包括建立政府的原则，规定主权权力的划分，并指
定哪一种权力属于哪一种机关及行使的方法。
《美国百科全书》的作用认为：宪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原则的总和。
美国学者施华兹说：宪法是包括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的根本法。
我国的学者一般也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第五，从宪法的阶级性的角度定义宪法，如英国宪法学家认为：宪法的性质依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性
质而转移。
我国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认为：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以上中外宪法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宪法下的不同定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单纯从一个角度解释宪法的概念明显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
因为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现象准确的定义要求全面而且要揭示出本质问题。
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给宪法下一个符合逻辑规则的定义，应该考虑到三个基本的因素，即宪法的基本内容、本质和作用。
这样，才能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
宪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制度，教育科学文化制度，国家机构及其活动的
基本原则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这样罗列在定义中显得过于冗长，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将其概括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
在宪法的定义中揭示出其本质特征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和掌握宪法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宪
法观的基本要求。
宪法的本质应该是指宪法体现哪一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然而，阶级的意志不可能平均分配在各个部门法中，而且其意志可根据其重要性的程度进行划分。
对于宪法而言，宪法应是集中体现掌握政权的阶级或集团的根本意志和利益。
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宪法定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是宪法区别于其他普通法的外部特征。
宪法的这一特点具体表现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宪法定义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集中体现掌握
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的根本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根本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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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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