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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求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在寻找自己的未来。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走向幸福和富强，不仅仅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积累，更要在法律、政治上建立起
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才不至于跟在先进国家的后面亦步
亦趋。
而要实现制度文明，就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走向宪政，走向法治。
在这个走向宪政的变革时代，法律的制定、法学研究的深入固然可喜，然而最重要的，是要把法治的
精髓、宪政的理念根植于普通大众的心灵深处，唯如此，法律才不会成为统治者惑弄民众的工具，法
律才能真正得到国民的信任和信仰。
于宪法而言，纸上的宪法规范和复杂的宪法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悖离，使理论与现实脱节，使民众不
知法律之始终，更有当权者无视法律的存在，堂而皇之地滥用权力。
基于上述的情形和现实的需要，本书的编者试图从最基本的原理出发，尽量以浅显明白的语言、丰富
多彩的案件，把宪法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使宪法生活化、平常化。
使读者不分老幼，不分专业，人人能读懂；并能在读完本书后，掌握浅显的、正确的宪法原理，在实
际生活中有所运用。
本书的编者多是任教多年的一线法律教师，怀着对祖国法治事业不渝的热忱，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法制
建设的切身感受，编成此书。
在编写方法和体例上，力求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普及宪政意识的需要出发，将多年来的教学和实践
经验融于教材之中，力求由浅入深、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配套的引例和习题，既拓宽学生的宪政视野，又便于学生自我训练，掌握基本的宪法常识。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法律事务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宪法初学者的入门教材，还可以作为基层普法
教材和自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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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基本理论与应用》根据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结合我国宪政建设和实
践，结合青少年学生学习特点，在参考国内有关宪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宪法的基本原理和基础
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分析。
在编写体例上，通过宪政故事和案例、法规链接、知识窗、想一想等栏目启迪学生思考，拓宽宪法视
野，突出宪法知识的逻辑性，使宪法知识与政治教育的内容区别开来。
在编写内容上，言简意赅地表述宪法学的经典内容，同时紧密联系宪政实践，使宪法知识与我国宪政
发展实际相呼应，与世界宪政发展趋势相吻合。
《宪法基本理论与应用》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法律事务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法律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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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第二节 宪法的渊源和分类第三节 宪法的作用第二章 宪法的
历史发展第一节 近代宪法产生的条件第二节 西方国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节 我国宪法的产生与发
展第三章 国家性质和国家制度第一节 我国的国家性质第二节 我国的经济制度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精神
文明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四章 政权组织形式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和类型第二节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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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公民和人权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三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第四节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
义务的特点第七章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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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章 地方国家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区第一节 地方国家机关概述第二节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四节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第五节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第九章 国家标志第一节 国旗第二节 国歌第三
节 国徽第四节 首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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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宪法史上仅有的一部资产阶级
宪法性质的文件，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光辉结晶。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部约法不可能使广大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也不可能实现其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宪活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于1936年5月5日公
布，这部宪法草案又被称为“五五宪草”。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
这次大会只有一项议程，就是议决宪法，因而又被称为“制宪国大”。
12月25日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同年12
月25施行。
《中华民国宪法》是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内容上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限制国民
大会的权力。
其次，提高总统地位，扩大总统权力。
因此，这部宪法的实质，就是“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与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在宪法上的确立，并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宪法》在大陆被完全废除。
（四）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制宪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
法。
它把苏俄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用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对苏联宪法及整个社会主义类型宪法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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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基本理论与应用》为中等职业教育法律事务专业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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