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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什么”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
我们知道，一定的法律科学总是以其调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宪法学自然也不例外
。
它通过对宪法的概念、本质、原则、作用等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的分析、研究，揭示宪法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的内容、基本特征，以及宪法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对于宪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目前宪法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认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密切联系的。
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而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规定人们在一定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来实现的。
例如，行政法规定的是各级行政机关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公民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关
系；民法规定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及其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等。
宪法同样不例外，它也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但与其他普通法律所不同的是，宪法所调整的，是法
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
在行使权力活动过程中与公民形成的权利(权力)义务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在实现国家职能的过程
中所发生的权利(权力)义务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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