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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指引，力求适应高等法
学教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要求，系统阐述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础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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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为巩固和发展新型的人民政权，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国情，新中国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建国初期，因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于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起草并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
称《共同纲领》）。
它是我国宪法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共同纲领》对确立新中国初期的大政方针，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法律保障作
用，是新中国宪政史的基石和出发点。
《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包括7章60条。
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它确认了国家的性质、任务和目标。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其次，还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军事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
总原则，成为新中国建设的蓝图。
 （二）1954年《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1953年又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到1954年8月全国进行了普选。
为确认和巩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和经验，制定新的宪法已经是大势所趋。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3月毛泽东向宪法起草委员会
提交了中共中央拟定的宪法草案初稿，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交付全国人民进行了两个多月
的讨论后，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54年
《宪法》。
1954年《宪法》除序言外分为“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国旗、国徽
、首都”共4章106条。
1954年《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及其步骤；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规定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全部国家机
构；用专章规定了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等。
1954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为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
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是以后几部宪法制定的基础。
 （三）1975年《宪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了长期的
混乱状态。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1月17日正式通过了1975年《宪法》。
这部宪法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其内容掺人
了很多极“左”的因素，结构虽然与1954年《宪法》相同，但条文仅30条。
1975年《宪法》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取消了人民检察院，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取消
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等重要的原则及制度。
在公民的权利义务方面，大大减缩了公民权利而增加了义务。
总之，1975年《宪法》是新中国宪法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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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献勇、王秀哲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指引，
力求适应高等法学教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要求，系统阐述宪法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制度和基础知识。
《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以法律性为主，政治性为辅：宪法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但宪法首先是法，突出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学的必然要求。
因而，《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努力揭示宪法学意义上的学理，尽力避免意识形态话语
。
 《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以中国宪法知识为主，外国宪法知识为辅：《普通高等教育
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以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为主要
内容，教材虽然也涉及外国宪法的内容，如宪法的历史发展，但这些内容是为更好地研究中国宪法而
起辅助作用，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的重点。
 《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宪法学》以学界通说为主，创新观点为辅：《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
教材:宪法学》力求采用学界的通说，有时也介绍一些创新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一般放在“学界视点”
板块加以附带介绍，以便于和通说形成对照，打开学生的研究思路，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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