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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197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学研
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
发展。
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9个博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6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十学位授权点5个、硕士专
业学位2个，是目前我国人义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
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
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
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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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学原理》一书是我院法学所莫纪宏教授近年来从事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该书作为研究生教材与其他同类性质的宪法学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该书采用了最新的宪法学体系，并对宪法学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
其次，该书避免了传统宪法学学科体系混乱和缺少逻辑性等弊端，以宪法问题为核心，通过引进宪法
关系、宪法制度和宪法运行机制等重要的宪法学基础概念，比较好地整理了宪法学的学科知识。
再次，该书比较清晰地区分和界定了宪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以及政治学等学科之间的分工，并且将宪
法学的研究内容以对合宪性的论述为重点，完全从传统的政治学学科框架中剥离出来，具有了非常典
型的法学学科的知识特点。
最后，该书立足于规范研究和比较研究，所有的学术观点和思想都是以现有的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为
依据的，所以，又是一本比较系统的可以反映世界各国宪法制度发展最新特点的比较宪法学著作。
该书将宪法学的理论研究的严肃性与宪法学教学的简便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全书的知识体系结构严谨，内容层次感强，前后章节和上下文之间观点统一、逻辑连贯，具有很好的
知识系统性，有助于启发读者深入思考宪法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同时也能为读者提供比较有效地解决
实践中存在的具体的宪法问题的学术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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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政与人权、紧急状态、
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
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瑞典隆德大学以及瑞士佛里堡大学等外国著名的大学法学
院和人权研究所作过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目前担任的主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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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节  宪法学的性质    一、宪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    二、宪法学以宪
法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    三、宪法学区别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学    四、宪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中
具有核心地位  第二节  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一、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宪法学的研究
任务    三、宪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宪法学的概念体系及基本范畴    一、宪法学的概念体系    二、宪
法学的基本范畴  第四节  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宪法学与法理学的关系    二、宪法学与政治
学的学科分工    三、宪法学与民法学的功能划分    四、宪法学与公法学的关系  第五节  宪法学学和宪
法学的学科框架和体系    一、宪法学学的学科框架和体系    二、宪法学的学科框架和体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宪法的概念及存在形式  第一节  宪法的定义方法及宪法概念的种类    一、宪法的定义方法    二
、宪法概念的种类  第二节  宪法的历史演变及特征    一、近代宪法的起源和历史发展    二、宪法发展
的主要类型    三、新中国宪法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  第三节  宪法的实质渊源    一、宪法的实质渊源的
历史发展和种类    二、宪法思想和学说对宪法制度的影响    三、宪法原则及其对宪法规范的指导作用   
四、宪法政策对宪法规范的辅助作用  第四节  宪法的形式渊源    一、宪法渊源的概念和特征    二、宪
法形式渊源的界定标准    三、宪法形式渊源的类型  第五节  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    一、宪法典的形式
与结构    二、宪法规范的形式与结构  第六节  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    一、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
之间关系的性质    二、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    三、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核心
地位    四、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虚拟化及理论弊端  第七节  宪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一、国际法与国内
法关系的传统法理及其理论缺陷    二、确立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分析方法    三、法治原则在建立国
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的作用  本章小结第三章  宪法的调整对象及宪法关系  第一节  个人与国家之间的
关系是宪法调整的对象    一、关于宪法的调整对象的若干学说观点    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宪
法调整的对象    三、宪法的法律功能在于以宪法规范调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宪法关系为目标  
第二节  宪法关系的概念、法律构成及类型    一、宪法关系的定义和性质    二、宪法关系的构成    三、
宪法关系的类型  本章小结第四章  宪法制度  第一节  宪法制度的法律特征及主要作用    一、宪法制度
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二、宪法制度的法律特征    三、宪法制度的种类及划分标准    四、宪法制度的实
施机制    五、宪法制度对于发挥宪法根本法的法律作用的意义  第二节  宪法与基本国家制度    一、国
家构成制度和主权制度    二、国籍制度和公民资格制度    三、政党制度    四、选举制度    五、基本国家
政权制度    六、基本经济制度    七、基本文化制度    八、基本社会制度    九、国家象征制度  第三节  宪
法权利制度    一、宪法权利的概念及功能    二、宪法权利制度的构成    三、宪法权利的种类及主要内
容    四、宪法权利制度的法律特征  第四节  宪法义务制度    一、宪法义务制度的概念及功能    二、宪法
义务制度的构成    三、宪法义务制度的种类及主要内容    四、宪法义务制度的法律特征  第五节  宪法
职权制度    一、宪法职权制度的概念及功能    二、宪法职权制度的构成    三、宪法职权制度的类型及
主要内容    四、宪法职权制度的法律特征  第六节  宪法职责制度    一、宪法职责制度的概念及功能    二
、宪法职责制度的构成    三、宪法职责制度的种类及主要内容    四、宪法职责制度的法律特征  第七节 
宪法禁律制度    一、宪法禁律制度的概念及功能    二、宪法禁律制度的构成    三、宪法禁律制度的种
类及主要内容    四、宪法禁律制度的法律特征  第八节  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
理论基础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的构成    三、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的种类及主要内容    四、中央
与地方关系制度的法律特征  第九节  宪法责任制度    一、宪法责任的主体    二、宪法责任的判定标准    
三、宪法责任的作用    四、宪法责任的形式  第十节  宪法程序制度    一、宪法发生程序及其功能    二、
国家权力运作程序及其功能    三、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程序及其功能    四、宪法救济程序及其功能    
本章小结第五章  宪法运行机制  第一节  宪法创制机制    一、宪法制定    二、宪法修改    三、宪法解释   
四、宪法惯例  第二节  过渡时期的宪法    一、过渡时期的宪法的表现形式    二、过渡时期的宪法的法
律效力    三、过渡时期的宪法的基本法律功能    四、《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曾经扮演了“过渡时
期的宪法”的角色  第三节  宪法与紧急状态    一、国家紧急权的概念及其特性    二、对国家紧急权合
法性和合理性的控制    三、中国紧急权制度的特点以及法治化前景  第四节  宪法适用机制    一、宪法
适用的性质    二、宪法适用的概念与类型    三、宪法适用的效力    四、宪法适用的第三者效力  第五节  
宪法监督和保障机制    一、宪法监督概述    二、宪法监督权    三、宪法监督的基本类型    四、中国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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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监督    五、自主监督、授权监督与委托监督    六、宪法保障机制  第六节  宪法争议处理机制    一、宪
法争议的性质    二、宪法争议的范围  第七节  违宪审查基准    一、违宪审查基准概念的由来及其存在
的学理价值    二、违宪审查基准的类型及在有关国家的适用情况    三、小结  本章小结参考书目  主要
中文参考书目  主要外文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原理>>

章节摘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中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法学学科基础理论的不发达，加上宪法在我国法制建设实践中还没有发挥其应
有的作为根本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功能，所以，对宪法学究竟应当以什么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宪法学
界的认识和看法不太一样。
为了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体系
，从理论上有必要对宪法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因此，以宪法学作为自身研究
对象的“宪法学学”既有存在的必要，又能够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推进宪法学的理论研
究，研究“宪法学学”是宪法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必须为宪法学著作和教科书认真予以对待和加
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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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原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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