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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着重阐明宪法的概念、分类、作用及其贯彻实施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对于宪法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原则上只作概要的介绍。
尤其是对外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仅从掌握基本常识的角度以阐明宪法的起源为要旨。
至于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为了使学生了解我国现行宪法的连续性和科学性，除在该章第二节列一
目简要介绍中国宪政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外，还单列第三节专门阐述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第二章至第九章着生阐述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内容，是本教材的主要部分。
其中，第二章至第六章为我国现行宪法《总纲》部分的主要内容：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
构形式、经济制度、精神文明建设；第七章至第九章分别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
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安排了近1/3的篇幅，使学生对这方面的内容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正
确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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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  第一节 宪法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宪法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新中
国的诞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 国家性质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根本性质  第二节 以
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是我国国家性质的根本标志  第三节 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核心第三章 政权组织形式  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概述  第二节 我国
的政权区域划分  第三节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四节 特别行政区第五章 经济制度  第一节 我国现
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第二节 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  第三节 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第六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第七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四节 我国公
民权利和义务的主要特点第八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节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节 国务院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六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  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八节 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  第九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
察院第九章 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  第一节 国旗和国徽  第二节 国歌  第三节 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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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宪法学的基
本理论，明确宪法的概念、本质、分类、作用及其贯彻实施等问题。
同时，对宪法特别是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有个概括的了解，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历长期艰难曲折斗争的胜利成果和经验总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节 宪法的基本理论一、宪法的概念什么是宪法？
要全面地弄清宪法的科学内涵，必须对宪法的法律特征、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作认真的分析。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
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宪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首先，宪法也是法，它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法的一般特征。
其次，宪法是根本法、最高法。
因此它与其他法律又有着不同点，有其自身的特点。
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在内容上，宪法规定着一个国家有关社会制度
和国家制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
一般包括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社会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
构的组织系统、职责权限、工作原则和制度等。
部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则只涉及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
比如，刑法只规定定罪量刑方面的问题；婚姻法只规定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诉讼法只规定诉讼
程序方面的问题；行政法只规定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方面的问题；等等。
惟独宪法从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上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
斯大林曾经说过：“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
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就是说，宪法作为根本法只能对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作出原则的规定，而不可能对所
有的问题都作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
因为国家生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毕竟篇幅有限，无法对所有问题包罗万
象地加以罗列。
假如任何问题都由宪法作出详尽无遗的规定，那么部门法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也就说不上什么体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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