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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与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相适应，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蓬勃发展，截至2006年，全国已经成立
了法律院校600多所，在读大学生数十万人（尚不包括大中专及夜大、成人教育的学生人数）。
应该承认，我国法学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等
方面的问题。
因而，积极推进教学方式改革，促进法学课程体系的完善，努力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法
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教育界的共识。
为达成此种目的，法学教育中的课程建设及其相关的教材编写，在当前法学教育大调整的格局中显得
尤其重要。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特组织福建省各高等法律院校的主要学术骨干编写了这套教材，各部教材的主编
均是福建省高等学校法学院的主要学科带头人。
例如，《国际经济法》主编廖益新教授、《民法总论》主编蒋月教授、《环境法》主编陈泉生教授、
《宪法学》主编朱福惠教授、《刑法总论》主编陈晓明教授和《法理学》主编宋方青教授等，都是在
本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得到同行认可并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教师。
其他参与教材编写的也都是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具有良好的法学教育背景，许多人兼通中
西法学。
由于众多优秀教师参与编写，使这套教材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障。
厦门大学法学院在编写这套教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厦门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法科的高校之一，从事法学教育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院在1986年即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获得法学博士授权一级学科，现设有
国际法、经济法、民商法、宪法与行政法、诉讼法、法理学和刑法学七个博士点，拥有法学博士后流
动站。
国际法是国家重点学科，民商法、经济法、宪法与行政法是福建省重点学科。
在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法学院适应我国法制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
法律人才，成为我国重要的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为了推动我国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厦门大学法学院联合福建省各主要高校的法学院系编写了这套教
材，其目的在于整合福建省高校法学教学资源，加强各高校法学教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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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吸收我国宪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作出新的探索。
其主要特点有：第一，根据我国法学教育的需要，在阐述宪法学基础理论的同时，对我国近年来面临
的实践问题进行宪法学分析，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并引导学生运用宪法学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第二，运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宪法和法律，同时，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运用历史分析
的方法来阐述其特色。
如中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等问题均与西方宪政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的形成是历史和文化造成的，符合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具有合理性。
第三，重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联系。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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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福惠，男，1961年生，法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主要著作有：《宪法至上——法治之本》（主编）、《宪法与制度创新》，并在《中国法学》、《现
代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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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作为一种“宪法正常变动方式”的“宪法变迁”进行外延上的限定：
首先，宪法变迁只能是对宪法修改的一种补充。
在宪法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如果宪法条款的文义即使在作扩充解释的情况下亦无法涵盖宪法变革的实
质性内容，那就应该尽量采用宪法修改的方式。
宪法变迁也可以适用于宪法习惯或者宪法惯例的变动。
其次，宪法变迁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有悖于宪政的基本精神。
否则，这种经由宪法解释而发生的宪法的无形变动将构成违宪的事实状态，或者构成“宪法虚置”而
非“宪法变迁”。
（在后文中我们将具体探讨“宪法虚置”这种非正常的宪法变动方式。
）一言以蔽之，我们承认宪法变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决不认同那些以各种名义明显违反宪法规
范的行为，也不能认同那种无视宪法文义与宪法程序改变宪法制度的肆行无忌的所谓“宪法变迁”。
第四，宪法的排除。
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将“宪法的排除”（又译为“宪法的废止”）界定为“在废止现行宪法的同时保
留宪法由以产生的制宪权的宪法变动情形”。
我们认为，就中国的宪政实践而言，还有一种宪法变动的类型，那就是基于宪法本身规定的变动方式
，排除了宪法在特定领域之内的适用，我们可以将此种方式称为“宪法的排除”。
具体言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第2款规定：“全国
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
法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第2款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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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