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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本乃一课之“本”。
虽然高校的教材一般不会称之为“课本”，其分量也没有中小学课本那么重，但教材建设实为高校的
基本建设之一，这大概是多数人都能接受或认可的。
无论是教与学，教材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本好的教材，既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亦是教师之善事利器。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国的高校教材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中，举全国之力而编写的“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为千百万人的成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些举全国之力而编出的“统编教材”、“规划教材”无疑具有权威性。
但客观地说，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办学层次的增多，包括法学专业在内
的以往编写的各种“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就日益显露出其弊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
最为突出的，一是内容过于庞杂。
无论是“统编教材”还是“规划教材”，由于过分强调系统性与全面性，几乎每本教材都是章节越编
越长，内容越写越多，不少教材在成书时已逼近百万字，甚至超过百万字，其结果是既不利于学，也
不便于教，还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二是重理论而轻技能。
几乎所有的“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都犯了一个通病，即理论知识分量相当重甚至很重，技能训
练却少有涉及。
这样的教材，不要说“二本”、“三本”的学生不宜使用，就是“一本”的学生也未必是合适的。
现代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本专科合格毕业生应该同时具备知识素质与技能素质。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都很重视素质教育；毫无疑问，素质教育中少不了知识素质的培养，但是，仅注
重学生知识素质的培养而轻视实际技能的获得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国家或任何社会，高端的研究型人才毕竟总是少数，应用型、操作型的人才才是
社会所需的大量人才。
因此，对于“二本”尤其“三本“的学生来说，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其知识素质与技能素质的培养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为了使其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明显强于少数的日后从事高端研
究的人才，这类学生技能素质的培养甚至比知识素质的培养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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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宪法的基本概念、中国宪法的产生与变迁、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形式与宪法效力
、宪法基本权利、宪法与宪政、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违宪审查和宪政秩序等内容。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在强调对宪法基本知识点进行阐释的同时，特别强调宪法知识的系统性、融
贯性、应用性和实践性以及法律思维训练的具体性、针对性。
在全书结构安排上，每章开篇部分都有学习目的与要求和引例介绍，结尾部分有司法考试关联知识点
和练习题。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适合法学专业的学生使用，对其他法学爱好者也有一定的学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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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机关　第十五章　地方国家机关　一、地方制度与地方国家机关　二、我国普通地方国家机关　三
、民族自治地方机关　四、特别行政区机关　第十六章　政党制度　一、政党概述　二、中国政党制
度的宪法安排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宪政解读　第十七章　公民自治团体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二、居民委员会　三、村民委员会　四、中国市民组织的发展概况　第十八章　社会弱势群体　一
、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　二、国际条约和各国宪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三、中国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宪法保护　第十九章　社会公德　一、宪法中的社会公德　二、社会公德与宪法惯例　第二十章　
宪法与宪政　一、宪政的概念和要素　二、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三、宪政过程　第二十一章　宪法解
释　一、宪法解释的概念　二、宪法解释制度　三、中国的宪法解释制度　第二十二章　宪法修改　
一、宪法修改概述　二、宪法修改的方式　三、宪法修改的程序与界限　四、中国的宪法修改制度　
第二十三章　违宪审查　一、违宪审查概述　二、当代违宪审查制度　三、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第
二十四章　宪政秩序　一、宪政秩序的概念　二、宪政秩序的保障条件　三、宪政秩序在中国的实现
练习题参考答案(选择题部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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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宪法的定义宪法的概念十分复杂，历来为政治家和宪法专家所重视，他们基于各自不同的
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宪法理念和宪政实践，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去阐释宪法，由此形成
了宪法概念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一）西方国家学者关于宪法概念的论述1.宪法是用来规定国家的统治机构和统治组织及其活动原则
的《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对宪法的定义是“宪法规定一个国家的一整套政治制度”。
按狭义来说，它是在一定的庄严隆重的形式下制定的一项法律，专门用来规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及
其职能。
①《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从最广义上来讲，宪法是一批规则，用以管理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事
物。
国家的议会、教会团体、各种社会团体或工商业同业公会都可以根据称为宪法的一个正式文件的条款
来进行活动。
⋯⋯从定义上来看，宪法内所列的一切规则始终可以认为是基本的规则，即是说所有其他规则都必须
符合宪法的各项规定。
⋯⋯宪法这个概念所固有的含义是宪法在效力上属于高一级的法律，也是处于优先地位的一种法律。
”②2.宪法主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英国学者戴雪认为：“宪法是规定政府组织以及人
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根本规则与法律。
”③芬纳也认为：“宪法就是在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之间分配职能、权利和义务，规定其与公众关系
的法典。
”④3.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美国百科全书》认为：“宪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原则的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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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宪法》这本教材是我应武汉大学出版社之约组织编写的，其目的是满足各独立学院宪法学课程教学
的需要。
十多年前，在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中。
一批独立学院应运而生，但这批高校的使命是什么？
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他们与那些先有、先在的高校在发展模式上是同质化的还是多元式的？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独立学院在路上，一切全在探索中，大概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最低共识。
本书的写作者绝大多数都有着在独立学院多年教学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最接近独立学院
宪法学教学实践，最了解独立学院法科教学需要的教学工作者，换言之，他们是相关问题意识最突显
的一批人。
因此，根据这种问题意识所作的教材内容、体例设计当然就具备了自己的特色。
本书在强调宪法学基本知识点的阐释的同时，特别强调宪法知识的应用性、实践性。
每章开篇部分都有重点内容提示和引例介绍，结尾部分则附有重要问题练习，同时所有宪法制度的解
释都注意对宪法、法律规范的规范分析，这样使得本教材不仅具有知识的系统性、融贯性，而且还有
法律思维训练的具体性、针对性。
鉴于中国所有高校的法科学生均有着大同小异的职业预期，面临几乎相同的职业准入门槛，故本书对
于所有独立学院之外的法科学生也有着一定的学习参考价值。
全书由主编拟定写作计划并修改、定稿，副主编宦吉娥博士在协助主编联络编者、沟通出版社、修改
稿件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辛勤劳动，在此特别对其表达敬意。
全书的编者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学术合作，但大家互相尊重、良性沟通，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也应感
谢所有编者同仁。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武大出版社的编辑胡荣女士，是她的智慧和耐心成就了中国宪法教材队伍的一位
新成员。
本教材由于编者众多，在写作观点、写作风格等方面难免不统一，如其中存有错讹之处，敬祈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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