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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小力和程华主编的《宪法学》紧紧围绕保障人权这一核心，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分为导言和五编内
容，分别为基本理论、权利论、制度论、权利论和实施论。
全书内容系统、全面。
适合作为公安大学法学本科生、继续教育学院专科生、研究生等的专业教材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编 基本理论
　第一章 宪法概述
 　第一节 宪法释义
 　第二节 宪法的本质
 　第三节 宪法的分类
 　第四节 宪法关系
 　第五节 宪法与宪政
　第二章 宪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宪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主权在民原则
 　第三节 分权制衡原则
 　第四节 基本人权原则
 　第五节 法律至上原则
 　第六节 财产神圣原则
 　第七节 代议制度原则
　第三章 宪法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宪法产生的条件
 　第二节 近代典型国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节 外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第四节 中国完法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章 宪法渊源与宪法规范
 　第一节 宪法渊源
 　第二节 宪法规范
 　第三节 宪法典的结构
　第五章 宪法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节 宪法的价值
 　第二节 宪法的作用
 　第三节 宪法发挥作用的条件
第二编 权利论
　第六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
 　第一节 人权与公民权概述
 　第二节 公民自由权利的界限和法律保障
 　第三节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第七章 平等权
 　第一节 平等权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
 　第三节 我国公民平等权的实践现状和救济
　第八章 人身人格权
 　第一节 生命权
 　第二节 人身自由
 　第三节 人格尊严
 　第四节 住宅不受侵犯
 　第五节 通信自由
　第九章 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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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思想自由
 　第二节 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节 表达自由
 　第四节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节 监督权
　第十章 社会经济文化权利
 　第一节 财产权
 　第二节 劳动权
 　第三节 休息权
 　第四节 获得物质帮助权
 　第五节 受教育权
 　第六节 文化权利
　第十一章 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关系
 　第二节 公民基本义务的主要内容
第三编 制度论
　第十二章 国家性质
 　第一节 国家的阶级本质
 　第二节 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第三节 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节 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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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标志形式
　第十四章 选举制度
 　第一节 选举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选举的组织和程序
 　第四节 改革和完善我国选举制度
　第十五章 政党制度
 　第一节 政党与政党制度概述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第四编 权力论
　第十六章 国家机构概述
 　第一节 国家机构的概念
 　第二节 一般国家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
 　第三节 我国国家机构的历史沿革
 　第四节 我国国家机构组织与活动原则
　第十七章 中央国家机关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五节 司法机关
　第十八章 地方国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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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编 实施论
　第十九章 宪法制定
 　第一节 宪法制定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我国宪法的制定
　第二十章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
 　第一节 宪法修改
 　第二节 宪法解释
　第二十一章 宪法实施与保障
 　第一节 宪法实施制度
 　第二节 宪法保障制度
 　第三节 宪法监督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宪法惯例亦称宪法习惯，它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并得到了国家认可的、与宪法
具有同等效力的习惯或传统。
宪法惯例首先是宪法文本中并无明文规定，其次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并适用。
宪法惯例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的是由代议机关或国家元首开创的，如美国宪法制定时并没有规定总
统的任期与连任问题，但在“二战”中罗斯福总统连任四届之前，并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连任两届的，
最多只连任一届，这就是宪法惯例，是由首任总统华盛顿开创的。
有的是由政府首脑或政党领袖开创的先例，并为后来人所效法而逐渐形成的。
 宪法惯例在各国都是宪法渊源的组成部分，有的国家数量较多、更重要一些，有的国家较少、影响不
大。
例如，在实行不成文宪法的英国，宪法惯例是宪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里，宪法惯例虽然没有不成文宪法国家那么重要，但在许多国家也都有一些宪
法惯例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美国，内阁是总统的咨询机构，政府各部长不能列席国会两院会议，只能到两院的委员会作
证；国会议事开会，允许旁听；联邦最高法院实行违宪审查等这些做法在宪法中均无明文规定，都属
于宪法惯例。
宪法惯例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但宪法惯例有时也可以转化为成文宪法，宪法惯例就自行消失。
例如，由于罗斯福在“二战”期间连任四任总统，打破了始自华盛顿总统形成的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
届的惯例，因此，美国国会于1947年提出宪法第22条修正案，并于1951年生效，该修正案规定：无论
何人，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无论何人，于他人当选总统任期内继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
两年以上者，其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一次。
宪法惯例是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宪法惯例自身的脆弱性使之容易被破坏，
但宪法惯例减少了立宪的成本，如果是在一个民主传统好的国家，宪法惯例还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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