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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我们以宪法学的基本问题为逻辑，舍弃了以我国宪法典框架为依据建构教材体系的传统思路
，以理论篇、规范篇(上)、规范篇(下)和实践篇来安排本科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宪法学”的教学
体系，并出版了教材《宪法学新论》(吴家清、邓世豹、杜承铭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此后《宪法学》课程经过7年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省级精品课程，教材建设已纳入精品
教材建设的范畴，本教材正是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此次修订首先在内容上把原书的规范篇分解为制度篇、权力篇、权利篇。
制度篇是对国家权力形成和组织机理的解说，权力篇是对宪法规范有关公权力的设置的阐释。
配合强化宪法制度和宪法规范课堂教学的需要，此次修改还大幅增加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篇幅。
此次修订的《宪法学》教材分为五编：理论篇、实践篇、制度篇、权利篇和权力篇，从内容到篇幅都
达到了较高程度的均衡。
其次，编写人员大致包括了广州地区主要法学院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全部具有宪法学
博士学位，其良好的专业素养保证了教材编写的质量与水平。
本教材从提纲拟订时的热烈讨论到统稿校对时的反复都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心血。
最后，在编写体例上为了便于学生对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学习，在每节后面增加“进一步阅读
”环节，介绍了学习本节内容需要进一步阅读的文献资料以及本节相关联的宪法学前沿性问题、焦点
问题、分歧问题和典型宪法案例或事例。
特别是为使学生感受到宪法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密切相关性，尽量选取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
事例或宪法案例。
本教材由吴家清、杜承铭任主编，各章文责由作者自负，具体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吴家
清(广东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博导，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
省法学会副会长)：导论、第一章；陈永鸿(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第二、四、十四
章；郑琼现(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第三、十二章、第十九章(与占美柏合作)；邓世豹(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第五、六章；戴激涛(广东商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第七
、八、九章；占美柏(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第十、二十一章、第十九章(与郑琼现合
作)；朱孔武(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第十一、十六章；李秋高(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法学博士)：第十三、二十三章；杜承铭(广东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第十五、十七、十八章；
朱最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第二十、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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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宪法学的基本问题为逻辑，以中国宪法为主，系统地阐述了宪法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制度。
全书分为理论篇、实践篇、制度篇、权利篇和权力篇五个部分。
    在体例上，为了便于读者对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理解，在每节后增加“进一步阅读”环节，
介绍了学习本节内容需要进一步阅读的文献资料以及与本节内容相关联的宪法学前沿性问题、焦点问
题、分歧问题和典型宪法案例或事例。
    本书主要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也可供参加司法考试及对宪法学感兴趣的
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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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承铭，男，汉族，1966年11月出生，湖北监利人，中共党员，法学博士。
现为广东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武汉大学法律系宪法与行政法专业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近年获奖项目及荣誉称号：广东省“千百十优秀人才工程”重点教师。
社会职务：广东省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广州市法学会政治与行政学会常
务理事，中山大学MPA教育中心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社科院兼职教授、兼职硕士研究
生导师。
学术成果：2000年以来，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等权威核心学术刊物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论
文60多篇。
主持或主要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6项。
出版个人著作2部、合著3部。
参加国家本科、研究生规划教材2部。
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
、法史学》、《公共行政》等刊物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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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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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构与宪法规范    第四节  宪法的价值与功能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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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中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编  实践篇  第四章  宪法
制定与宪法修改    第一节  宪法制定    第二节  宪法修改  第五章  宪法解释    第一节  宪法解释的概念与
作用    第二节  宪法解释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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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  制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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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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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制度第四编  权利篇  第十二章  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人权与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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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权
利    第一节  政治权利概述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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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经济与社会权利    第一节  经济与社会权
利概述    第二节  财产权    第三节  劳动权    第四节  受教育权    第五节  社会保障权  第十七章  公民基本
义务    第一节  公民基本义务概述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十八章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特点与
完善    第一节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演变与特点    第二节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转型与完善第五编  权力
篇  第十九章  政府权力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政府和政府权力    第二节  有限政府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十
章  代议机关    第一节  代议机关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第三节  地方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    第四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十一章  国家元首    第一节  国家元首概述    第二节  我
国的国家元首  第二十二章  行政机关    第一节  行政机关概述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    第四节  国家公务员  第二十三章  司法机关    第一节  司法权与司法机关    第二节  人民法院    第三
节  人民检察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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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理论篇第一章 宪法概述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三、宪法的特征（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作
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即在特定空间和时间内对其管辖对象
具有拘束力和强制力。
但是，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一般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各国宪法几乎都对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进行了宣告，如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宣告：“本宪法⋯
⋯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日本宪法规定，“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
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系相对于普通法律的法律效力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
是立法机关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即宪法是所谓的“母法”、“法律的法律”。
翻开中国的普通法律如《民法通则》和《刑法》等，在其总则中我们一般都会发现这样的规定，即“
依据宪法，制定本法”，这表明这些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是普通法律立法的依据。
第二，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的规定发生冲突。
否则，与宪法相抵触的部分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
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抵触。
”日本宪法规定：“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及有关国务的行为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一律无效。
”2.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比普通法律更加严格具体而言，一方面，宪法的制定机构和程序与普通法律不
同。
普通法律的制定一般由常设的议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制定则多成立特定的起草机构和批
准机构，如中国1954年宪法先由毛泽东任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批准生效。
在制定程序上，除了在宪法起草阶段设立一个特定的起草宪法机构外，宪法草案的批准程序也十分严
格，如法国1946年宪法和1958年宪法均是经过全民公决后方生效。
另一方面，宪法的修改与普通法律也存在重大区别。
首先，宪法修改的提案主体受到严格限制，如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方有权提议修改宪法。
其次，宪法修正案的批准程序十分严格。
如美国宪法规定只有3／4的州立法机关或州制宪会议批准宪法修改的提案，有关修改的内容才会成为
宪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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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以理论篇、实践篇、制度篇、权利篇和权力篇安排宪法学的教学体系，从内容到篇幅都达
到了较高程度的均衡。
每节后设置“进一步阅读”板块，介绍需要进一步阅读的文献资料，为深入学习相关知识提供线索。
《宪法学》附有大量宪法事例、宪法判例及其学理分析，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宪法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
实的密切相关性，增强学习效果。
针对宪法学前沿问题、焦点问题及分歧问题，设置“进一步的问题讨论”环节，为课堂讨论和学生深
入思考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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