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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教育与司法考试互动　　以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
结合最新学科发展，参考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大纲》，确立教材知识体系，突出重要知识点，既讲
求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又突出司法考试的实用性，对法学专业教材进行全新探索，帮助学生在课程学
习的同时，实现司法考试的同步备考。
　　·课堂教学与配套测试互动　　结合司法考试要求，创新设置配套测试模块，突出不定项选择和
案例分析题型，巩固课堂教学的同时，更帮助学生了解和适应司法考试要求。
创新互动体例，实现教材、案例教程、习题集等教育出版形态的完美统一。
　　·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互动　　保持适中理论深度，准确概括主流通说，注重总结实体规范，在
保证理论教学重点突出、观点明晰的前提下，强调案例教学，参考司法考试的案例考查形式，于正文
、配套测试中穿插精选案例，或例举示范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或测试法律争议分析提高学生的法律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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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第五节 宪法解释一、宪法解释概说法规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内容无法确定
的情形下需要通过解释的途径来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
宪法作为最高法，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也需要通过解释的途径来确定宪法规范的
内容。
（一）宪法解释的含义宪法解释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由于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在对宪法规范内容
不确定的情形下，对宪法规范内容进行理解或说明的活动。
宪法解释的概念一般分为广义宪法解释与狭义宪法解释。
广义宪法解释范围比较广泛，除有权机关的宪法解释外，还包括社会团体、学者等主体对于宪法的解
释。
狭义的宪法解释指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规范内容进行的理解或说明。
各国有权解释机关因各国制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有的是以立法机关为有权解释机关，有的是以司法机
关为有权解释机关，有的是以专门性机关为解释机关。
而依据宪法解释的主体性质和宪法解释的效力可将宪法解释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两种。
正式解释又称为有权解释，是有权机关依照一定的原则、程序对宪法规范内容进行具有法效力的说明
。
非正式解释又称为无权解释，是指公民等主体对于宪法规范内容的理解，这种理解不具有法上的效力
，如有学者对于宪法的解释便为非正式解释，也即无权解释。
宪法解释虽然与法律解释都属于法解释（学）的范畴，都为了探究法规范的具体内容、意旨等。
但是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具有诸多不同之处：（1）宪法解释的规范基础区别于法律解释。
这主要取决于宪法规范的规范结构区别于法律规范的规范结构。
宪法规范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等特点，而法律规范具有具体性、明确性等特点。
这决定了宪法解释不同于法律解释。
（2）宪法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区别于法律解释。
由于宪法具有政治性，因此，宪法的解释过程也必定要进行一定的政治考量。
而法律解释的过程一般不具有政治考量的因素。
（3）宪法解释具有整体性、宏观性，而区别于法律解释的细节性、微观性。
由于宪法是最高法，因此，宪法的解释将影响整个法规范秩序，其解释过程必定要整体而宏观地考量
各种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
虽然宪法解释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宪法案例，但是宪法解释的效果则触及整个法规范秩序。
而法律解释则主要为了解决法律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规范上的不明确之处，一般通过具体的技术方法来
完成，而不具有宪法解释的整体性与宏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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