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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宪法学》是面向高校法学专业研究生的系列教材之一。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根据研究生已掌握的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宪法学理论体系的特点，以宪法学专业
知识的基本逻辑与风格为基础，以宪法基本原理、宪法规范与文本、宪法制度与宪法运行的内在统一
作为基本出发点，以专题研究的方式阐述了现代宪法学的基本理论。
在编写体例上，突出了宪法学的专业知识的特点，避免了传统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与政治学内容过多
重复的现象，强化了基本权利在宪法学体系中的结构与功能。
在编写内容上，以现代走l法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成果为基础，对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编写方法上，既重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同时又突出了专题性的特点，使学生能够在已有知
识体系的基础上加深对宪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理解。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宪法学》不仅适合法学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研习，
也可作为其他专业和社会读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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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宪法与宪法学：　　第二节　宪法的特性：　　一、宪法与法的共性：　　在20世纪30年
代出版的《宪法论》中，张知本在说明宪法概念时曾指出，宪法为法律之一部，欲知宪法之概念，当
先明了法律之概念。
①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由具有不同功能的规范构成。
任何国家的法，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宪法作为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性质、反映的内容、调整目的、社会效果和制裁方式等方面具有法的
基本特征。
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规范体系的性质与具体规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同属法律规范，刑事法律、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的外部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制裁模式
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宪法作为法律，制裁方面具有特殊性，如宣布违宪法律和行为的无效、罢免权的行使等。
违反刑法时由国家给予制裁，而对国家的制约和监督者是公民，公民通过宪法对国家进行控制。
对国家的控制内容与形式构成宪法作为法的性质与内容。
宪法规范通常包括命令规范、授权规范与组织规范构成的，命令规范作为宪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上要求履行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主要是针对基本人权事项而言的。
对特定国家机关而言，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义务是法定的，不得违反，否则会承担违宪责任。
授权规范直接赋予国家机关法定职权，使国家机关的活动获得合宪性，也表现为强制性。
组织规范是宪法规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体规定了不同的国家机关活动的职权范围与具体程序。
这些规范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宣言，也不是可选择的行为方式，而是依据宪法规定必须做的强制性的规
范。
因此，宪法具有法的属性，宪法规范是法规范的一种。
在分析宪法特性时，我们首先需要确立“宪法是法”的基本观念，从法的角度分析宪法存在的形式与
功能，善于在法的世界中发现宪法的价值，分析各种宪法现象。
　　二、宪法与法的区别：　　尽管宪法具有法的属性，在本质上与法律相同，但与其他法律相比，
宪法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宪法在法的范畴内的地位和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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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是部关于宪法学理论的高校法学教材，本书以宪法学专业知识的基本逻辑与风格为基础，以宪
法基本原理、宪法规范与文本、宪法制度与宪法运行的内在统一作为基本出发点，以专题研究的方式
阐述了现代宪法学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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