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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见，2l世纪必将是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
然而，倘无一种良好适当的法学教育制度据以培养一批批合格的法律人才，人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法治
建设如何能够取得巨大进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制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每年都有众多法学院系培养出来的不同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走向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人员
等各行各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所在部门的业务骨干，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作为一名在法学教育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兵，我为这些成绩由衷地高兴。
可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制度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非常严
重。
我在这里并不对中国整体的法学教育制度发表评论，只想谈谈对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一点意见。
首先，我国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迄今尚未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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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修订版《宪法》教材，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
系列基础教材·必修课之一，本次修订，编者主要做了下面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查找错漏，根据教
材使用中读者提出的意见，纠正内容和印刷错误，添补遗漏词句，使整个教材在表意和形式上更加规
范和准确；二是更新资料，包括更新相关法条内容和统计数字，总结实践新做法，突出教材的现实性
和时代性；三是补充内容，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使教材内容更加完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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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保障代议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就必须运用法律的形式使其制度化和程序化，使其不致被
随意侵犯和破坏，那么，这一与资产阶级政治存亡攸关的法律必然具有最权威的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
，理应与其他普通的法律区别开来，这时，人们便再次想到并援用了constitution一词，并将其译为“
宪法”或“根本法”，以表明它与普通法律的根本不同。
后来，随着近代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的普及，近代意义上以规范民主制度为内容的具有国家根本法性
质的宪法越来越多，“宪法”一词也就逐渐传遍世界各地。
这就是近代“宪法”一词的由来。
从“宪法”一词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作为与普通法律相区别的法的类别
，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是确认代议制度的法律，因此，人们通常将宪法称做“近代意义上
的宪法”。
在近代以前，根本不存在宪法这一法的类别和法律现象。
第二，宪法是人类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后，适应社会法律调整的实际需要，从普通法律
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个法的部门，因此，宪法必然具有与普通法律的共同点和区别点。
如果二者没有共同性，宪法就不会属于法的范畴和部门之一。
倘若二者没有区别点，宪法亦不会从普通法律中分离出来。
搞清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性和区别，是把握宪法形式特征的关键。
二、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性宪法与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一样，都是法的一个部门，它们共同构
成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
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同特性，是我们全面掌握宪法现象特质的基础和重要部分。
具体说来，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共同特性主要有：第一，宪法与普通法律一样，都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的行为规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为衡量人们行为尺度的行为规范古已有之，民族习惯、道德信条、
宗教规约、民间协议、法律制度、技术规则、集团纪律等都在不同的范围和条件下对人们的行为有指
导和约束作用，而且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力。
然而，正是由于强制力的来源和强弱程度的不同，构成了法和其他行为规范的本质区别。
法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以监狱、军队、法庭、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督促执行，从而使其获得了
一体遵行的权威效力。
这是法不同于其他行为规范的首要特征，也是所有部门法规范都具有的共性，宪法也不例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法学本科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律基础人才，即那些具有生活常识以及法律职业基本素质的法
律人。
”　　——江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宪法>>

编辑推荐

《宪法(第2版)》：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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