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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
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
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
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
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
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
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
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
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法学教材是传授法学基本知识的工具。
初学法律，既要有好的老师，又要有好的教材。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
”一套好的教材，能够高屋建瓴地展示法律的体系，能够准确简明地阐释法律的逻辑，能够深入浅出
地叙述法律的精要，能够生动贴切地表达深奥的法理。
所以，法学教材是学生学习法律的向导，是学生步入法律殿堂的阶梯。
如果在入门之初教材就有偏颇之处，就可能误人子弟，学生日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修正已经
形成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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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除绪论外共7章：第一章“宪法总论”，包括宪法的概念、本质、分类，宪法与宪政，宪法结构
，宪法制定、修改、解释和违宪审查。
第二章“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包括近代宪法的产生和发展、旧中国宪法和新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
第三章“国家性质”，包括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与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的经济基
础、“三项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第四章“国家形式”，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象征。
第五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平等权，政治权利，精神、文化
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和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六章“选举制度”，包括选举制度概述、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选举的民主程序。
第七章“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机构概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地
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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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形态国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通过内在和外在
的多种途径与形式反映在人们面前的。
经济基础、阶级结构、文化制度等是国家在内在特征方面的反映，而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标志
等则是国家在外在特征方面的反映。
在国家的多种外在表现形态中，由于与国家的阶级本质——国体联系最为密切，政权组织形式因而成
为国家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形态。
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
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①没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政权机关，国家就不能有效地实现统治，因此，掌握国家政权的各国统治阶
级，无一例外地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采取与自己国家政权的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
形式，以实现国家的各项职能。
由此可见，政权组织形式不仅是国家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形态，也是与国家同时产生、同步发展、密不
可分的一种社会现象。
2.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政权机关组织和活动的有机体制政权组织形式不是国家政权机关的简单组合，
而是由统治阶级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逻辑严密的有机体制。
一方面，在形式选择上，它要与国家的阶级本质、民族特点、历史传统等相适应，体现为一种特定的
君主制、共和制或其他体制，以实现该国统治阶级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
另一方面，在内容构成上，它要涉及国家政权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使各机关能够形成统一的
有机整体，相互协调地行使国家权力。
具体地讲，在内容上，政权组织形式至少应当包括设立哪些国家政权机关，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组织国
家政权机关，如何在各国家政权机关之间进行权力配置，各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行使配置给自己的权力
，如何处理各国家政权机关之问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只有原则明确、结构严密、内容充实、程序合理、能够实际运作的政权组织形式，才能保障国家权力
按照统治者的预期目标实施。
（二）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性质的关系在西方的国家学说中，思想家们普遍认为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
性质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一般也就很少探讨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性质的关系。
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则认为，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性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国家
性质决定政权组织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必须与国家性质相适应，并服务于国家性质。
以国家性质为基础去研究政权组织形式，强调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
义国家学说关于政权组织形式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性质都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从形式和
内容两个方面来反映、体现国家这一社会现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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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第4版)》是由许崇德所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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