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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专门从事宪法学专业学习和研究工作以来，光阴荏苒，转瞬已然三十年。
在这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宪法学的研究工作，笔者的研究兴趣虽然较为宽泛，但也相对集中
于几个较大的专题，诸如宪法监督、基本权利和人权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宪法人类学等等。
而且遵循科研的基本规范，对于每一项专题研究务求在深度和创新性等方面有较好的把握，力求避免
产生浅薄、平庸等科研上常见的弊病。
如果让自己作个自我评价的话，笔者认为个人上述的主观目的和努力还是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至
少自己认为在学术上还是一个有良心和负责任的研习人员。
然而，在表面上看似有些光鲜的宪法学专业研究经历的背后，也隐隐地感到一些遗憾和愧疚。
遗憾的是原计划完成的一部《比较宪法》或《宪法概论》的专著，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始终没有着
手进行；愧疚的是，笔者作为研究生导师，并没有给投奔我旗下的硕士生、博士生进行系统的授课。
坦率地说，从笔者带学生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尽管可以以“体制”的理由为这种行为开脱，但终究是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也没有作出必要的
努力。
在科研岗位上退休以后，自恃正处于学术巅峰时期，身体尚健，于是不甘寂寞，终于.又站在了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院的讲坛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原理>>

内容概要

《宪法学原理》讲述了：遵循科研的基本规范，对于每一项专题研究务求在深度和创新性等方面有较
好的把握，力求避免产生浅薄、平庸等科研上常见的弊病。
如果让自己作个自我评价的话，笔者认为个人上述的主观目的和努力还是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至
少自己认为在学术上还是一个有良心和负责任的研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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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生，男，1942年5月生，北京市平谷区人。

    1966年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后在广西靖西县、德保县、百色地区从
事过司法、教育、行政等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深造，1981年获得法学硕
士学位，1984年师从著名法学家张友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原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为什么要学习宪法  第二节 怎样学好宪法学    一、要对宪法学的学科及其价值有正
确的体认    二、要多读书，加深基础理论素养和知识积淀    三、要广泛持久地关注现实中不断涌现的
宪法问题和宪法现象    【链接宪法趣味小知识】宪法之间的相似点第二章 宪法学及其相关知识  第一
节 宪法学  第二节 宪法学的理论分类  第三节 宪法学原理的学科意义和学科地位    一、宪法学原理的学
科意义    二、宪法学原理的学科地位  第四节 宪法学原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    一、宪法学原理的研
究对象    二、宪法学原理的研究课题  【链接宪法趣味小知识】模范宪法第三章 宪法的渊源  第一节 宪
法的法律思想及高级法背景的历史图景    一、神性法的思想    二、自然法的思想    三、理性法的思想  
第二节 宪法的法律思想及高级法背景的现实图景    一、新分析法学思想    二、新自然法思想    三、价
值取向法哲学思想  第三节 总结性分析  【链接宪法趣味小知识】英国有没有宪法?第四章 宪法的产生
和发展  第一节 世界上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世界上宪法产生和发展的一般历程    二、西方宪法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节 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现行宪法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对中国现行宪法
的修改  【链接宪法趣味小知识】最早的宪法第五章 传统的立宪主义原理  第一节 政府受宪法控制原理
 第二节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理  第三节 拒斥集权与专制原理  第四节 司法独立原理  第五节 个人自由和权
利的保障原理  第六节 宪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原理    一、合法性    二、合理性  【链接宪法趣
味小知识】关注射死刑过多引争议第六章 宪法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 国家政体    一、政体的概念    二、
政体的功能分析    三、外国宪法规定的立宪政体    四、中国宪法规定的立宪政体  第二节 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    一、概述    二、当代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趋势    三、中
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及其特点  第三节 国家机构    一、概述    二、外国的国家机构    
三、中国的国家机构  第四节 国家法制    一、概述    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三、法律制度    四
、法制与法治  第五节 国家选举制度    一、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    二、中国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的基本
原则  第六节 国家少数人集团(民族、种族、文化集团)制度  ⋯⋯第七章 宪法监督第八章 全球化中的宪
法适应与宪政变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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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相对照，在亚洲只有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变。
这种社会转型和政体变更，最终使日本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清王朝统治者中的顽固势力，基于一己的私利残酷地镇压了清末的君主立宪运
动，彻底地阻断了中国的民主改良之路，从而使中国错失了实现非暴动的和平转型的历史机遇。
后来，以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被迫以武装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最终
使中国走向坎坷多难的立宪和宪政之路，直到半个多世纪的艰难、痛苦甚至付出巨大流血牺牲和沉重
的社会动荡的代价，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最终走向了稳定的宪政建设之路。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创立和弘扬。
欧洲自罗马帝国解体以来，除了天主教在精神领域维持着统一的控制以外，各个民族无论大小一直沿
着分裂欧洲、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
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博丹等人创立的主权理论便应运而生，并且盛极一时。
主权理论又进一步助推了欧洲分裂和建立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到了中世纪后期，在欧洲这个与中国国土大体相当的版图内，已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七八十个独立的民
族国家，基本上奠定了欧洲近现代的地缘政治格局。
19世纪广泛的欧洲立宪运动，不仅以宪法的形式完成了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型，而且以宪法确
认国家主权的形式奠定了欧洲多个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的格局。
欧洲因此形成与领土大小相同的中国发展历程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自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也经历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分裂
时期，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大一统、分久必合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适应，中国产生了“皇权一统”的思想和理论。
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欧洲那样的为分裂造势的主权理论没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时至如今，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的观念和思想仍然深深地融人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之中，
渗透到中国各民族的情感之中。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原理>>

后记

本教材虽以我个人名义出版，但更应视为集体创作的产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我的夫人刘淑珍教授对本教材的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她把有时连我自己都
难以辨识的草稿打印成整洁的电子文稿，其余所有的编辑、校对、核对引文、排查疏漏等工作，一概
由她负责完成。
书稿经过她细心、耐心地整理，肯定在保质、增色方面有了基本的保障。
我门下已经和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们，在过去和现在的时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我
的研究、教学工作，包括对本教材的写作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他们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学业进步，事业有成，作为师长备感欣慰。
现把他们的名字书记于此，一是为了致谢，二是以这本迟来的教科书聊补一下没有给予他们系统的专
业教学而感到的愧疚。
他们是范亚峰、王锋、王柱国、万利平、马英娟、崔浩旭、王路、王振宇、郭殊、张胸宽、饶志静、
刘静仑、庞俊丽、孑L淑慧；博士后程建、谭红、翟东堂。
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教务处的大力推荐，使本教材得以列入北京市教委组织编写的精品教
材的序列。
更多的感谢还应当给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的接纳和编辑热情周到的支持和服务，是本教材如此顺利出版的关键因素。
还应特别感谢策划编辑马洪立、责任编辑贾慧姝，没有他们的精心的编辑和无私的付出，就不会有本
教科书的出版。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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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原理》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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