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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宪法理论、公民基本权利、宪政制度、宪政运行等方面对当今世界代表性国家的宪法理论与实
践进行了比较，既注重于对主要国家宪法中共同内容的介绍，更着力于对有关国家宪法的不同规定及
其实践上存在的差异进行对比剖析，突出了不同国家宪法内容的差别及其宪政实践的特色，体系完整
、学理性强、“比较”的色彩鲜明，有助于读者认识和感悟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多样
性，加深对宪法学课程中所学一般知识与理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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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广辉：河南温县人，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于中南政
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从1984年至今，一直在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从事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9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宪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法律系宪法教研室主任。
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宪法学》、《比较宪法学》、《地方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中国人
大制度》、《港澳基本法》、《比较政府学》等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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