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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法学“十二五”规划教材系列：宪法学》主要特点：第一，以几个较早成立的法学院系为
依托，由广东二十余所院校的法学专业教师联合编写。
第二，紧密结合实际，力图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法学创新教材。
第三，吸收和采纳我国法学界的成熟观点和研究成果，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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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承铭，男，1966年生，法学博士，广东商学院教授，副校长，2003年人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
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012年评为广东省首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兼任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广东
省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理学和法律思想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法律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篇；出版著作7部（其
中个人独著2部），主编或参编教材7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1部）；主持和主要参加国家社科基金2项
，教育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等省部级项目16项；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
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项。
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以及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等刊物摘、转；成果二次入
选《中国宪法学研究精粹》一书。

　　陈永鸿，男，1965年生，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宪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宪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光明日报》、《法学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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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编 理论编
第一章 宪法概述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与渊源
第三节 宪法结构与宪法规范
第四节 宪法与宪政
第二章 宪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人民主权原则
第二节 基本人权原则
第三节 权力制约原则
第四节 法治原则
第三章 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外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章 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第一节 宪法的制定
第二节 宪法的修改
第五章 宪法解释
第一节 宪法解释的概念与作用
第二节 宪法解释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节 我国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第六章 宪法监督
第一节 宪法监督概述
第二节 当代各国宪法监督
第三节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
第二编 制度编
第七章 国家性质
第一节 国家性质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国家性质
第八章 国家形式
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第三节 国家标志
第九章 选举制度
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选举制度
第十章 政党制度
第一节 政党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政党制度
第十一章 自治制度
第一节 自治制度概述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三节 特别行政区的自治
第四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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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权利编
第十二章 基本权利概述
第一节 基本权利与人权
第二节 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
第十三章 平等权
第一节 平等权概述
第二节 我国宪法中的平等权
第十四章 自由权
第一节 自由权概述
第二节 人身自由
第三节 精神自由
第四节 表达自由
⋯⋯
第四编 权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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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对宪法修改的内容和宪法修改的时间同时予以限制　　有的国家在宪法同一条文对宪法修
改的内容和时间作出限制。
如约旦1952年宪法第126条第2款规定：“在摄政时期不得通过任何涉及国王及其继承人的权利的宪法
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5条规定：“在1808年以前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1条第9款第1项
和第4项”（第1项之奴隶进口问题，第4项之个人税问题。
）对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是否体现了在宪法同一条文对宪法修改的内容和时间同时作出限制的问题
，学界有不同的理解。
　　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了修宪程序，但对我国宪法的修改是否有限制，现行宪法没有明文规定
。
对此，我们认为，例如作为我国现行宪法总的指导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宪法虽
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修改，但很显然，如果四项基本原则发生变化，国家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宪法
的性质也同时发生变化。
因此，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成为我国宪法修改的对象。
这是因为：根据制宪权和修宪权的理论以及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衡量制宪权和修宪权的标准在于一
国宪法所确定的根本精神、基本原则、国家性质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否发生变化。
无论一国宪法发生多大的变化，但宪法所确定的根本精神、基本原则、国家性质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没
有发生变化，只是修宪权行使的问题，否则，无异于制定一个新的宪法了。
　　三、宪法修改的方式　　从各国宪法的规定和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
）全面修改　　所谓全面修改是指在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原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
前提下，由宪法规定的修宪机关对宪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进行调整、改变，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并重
新颁布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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