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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至尊无上的地位。
本书以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20年来的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
和内容为依据，系统阐述了宪法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
式、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家象征和标志。
全书内容简明，重点突出。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的基本教材，也适用于自学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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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信，1937年生于天津市，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
曾任复旦大学法律学系主任。
1956——1965年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本科、宪法研究生毕业。
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主编《中国宪法学教程》、《行政法学概论》、《行政法学》、《行政法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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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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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第五节 宪法的实施第二章 宪法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宪法历史发展概述　第二节 旧中国的宪政
运动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和发展第三章 国家性质　第一节 国体概述　第二节 我国的
国家性质第四章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第一节 政体概述　第二节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节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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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经济制度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宪法功能第七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精神文明建设在
宪法中的地位　第二节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第三节 思想道德建设第八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
一节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　第二节 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四节 公民权利
和义务的特征第九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第二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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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八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第十章 国
家的象征和标志　第一节 国旗　第二节 国徽　第三节 国歌和首都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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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宪法的形式分类（一）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这种分类的依据和标准是根据宪法是否有统一的法
典形式。
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是英国学者丁·蒲莱士1884.年在牛津大学讲学时首次提出的宪法分类方法。
所谓的“成文宪法”是指一种文书性宪法典，它记载着一国根本组织，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修
宪程序等等。
“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法律文件上即明确表述为宪法，且大多冠以国名。
”①这种宪法典可以是单一文件，如《美国宪法》；也可以是数种文件，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1875-1939）宪法，即由1875年2-7月陆续颁布的三种构成法组成；奥地利宪法即由四种宪法文件组成
；加拿大宪法即由英国议会1867年通过的《北美法》和加拿大联邦议会1960年通过的《权利法案》两
个文件组成；现行瑞典王国宪法也有四个文件：政府组织法、议会法、继承法和出版法。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是成文宪法。
所谓的“不成文宪法”，是指“自然成长”的，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制定的宪法，不具有统一的
书面形式，而且散见于多种法律文书、宪法判例和宪法惯例的宪法。
不成文宪法的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虽然各种宪法文件未冠以宪法之名，但确实发挥着宪法的作用。
英国宪法、新西兰宪法就是这种宪法的典型。
英国人的自由权利--宪法的重要部分--大多载于习惯法中，然而政府组织，其中有许多部分却已成文
，如1628年的《权力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
承法》、1832年以来的《选举改革法》、1911年（经1949年修正）的《议会法》、1939年的《内阁大臣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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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宪法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张世信教授任主编，潘伟杰副教授任副主编。
本书撰写者具体分工如下：张世信：绪论；潘伟杰、王岩、张洁：第一章；张世信、刘峰：第二章；
周诚：第三章；薛国才、张明、张璇、梁清富：第四章；张世信、张波：第五章；王琦：第六章；张
华：第七章；张世信、王慧：第八章；张世信、马志超：第九章；孔向荣：第十章。
全书由张世信、潘伟杰统稿，最后由张世信定稿。
本书在编写中，学习和借鉴了我国宪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真知灼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
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正和提高。
最后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永彬同志对本书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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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宪法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张世信教授任主编，潘伟杰副教授任副主编。
本书撰写者具体分工如下：  张世信：绪论；  潘伟杰、王岩、张洁：第一章；  张世信、刘峰：第二章
；  周诚：第三章；  薛国才、张明、张璇、梁清富：第四章；  张世信、张波：第五章；  王琦：第六
章；  张华：第七章；  张世信、王慧：第八章；  张世信、马志超：第九章；  孔向荣：第十章。
  全书由张世信、潘伟杰统稿，最后由张世信定稿。
  本书在编写中，学习和借鉴了我国宪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的真知灼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和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正和提高。
    最后衷心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永彬同志对本书的斧正。
                                                                 编    者                                                        2002年6月于复旦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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