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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内容和结构上，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内容涵盖了这廿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各个方
面，从宪法学基本理论到具体制度，无一不揽括在内。
第二，本书参考和采用的汉语宪法学资料十分广泛，如果称不上“无遗”的话，在国内也许是首屈一
指的。
第三，本书结构脉络分明，主体内容分为制度篇与理论篇，均基本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的逻辑结构进行
编排。
第四，突出体现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收集了历史宪法学年会的
综述；历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宪法学研究的著作目录；1982年宪法实施
以来宪法学研究的论文目录；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宪法学博士、硕士论文目录，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
宪法学研究范畴的演进。
第五，对未来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提出了展望。
现代宪法学正在成为关心人类命运、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知识或思想体系，人类应共享其思想
资源。
    21世纪社会发展要求宪法学家们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从世界发展的高度思考宪法学面临的问
题，并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为基础，构建富有生命力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经济的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将给现代宪法学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确立更广泛的研究视
角，把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社会问题纳入到宪法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寻求现代宪法学共同的原理与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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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上编　中国宪法理论　　第一章　宪法基本原理　第二章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第三章　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　第四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六章　国家结构形式　第
七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八章　特别行政区制度　第九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十章　国
家机构中编　中国宪政制度　第一章　宪法总论　第二章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第三章　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　第四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五章选举制度　第六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七章　
国家机构　第八章　国家象征下编　中国宪法发展展望　第一章　中国宪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第二
章　中国宪政制度发展与展望 附录一　宪法学研究综述　一、新中国制宪工作回顾——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35周年　二、保障宪法实施　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纪念新宪法颁布两周年座谈会发言摘
要　三、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综述　四、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在贵阳成立　五、宪
法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在汕头举行　六、1986年宪法学研究会学术年会概述　七、庆祝宪法颁布5周年
　著名法学家建议法律规定“宪法纪念周”　八、宪法学研究会年会在郑州召开　九、宪法与体制改
革学术讨论会综述　十、宪法学的历史回顾　十一、四年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概况与展望　十二
、十年宪法学的回顾与展望　十三、我国地方立法及其研究10年评述　十四、中国宪法学四十年　十
五、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座谈会综述　十六、坚持和完
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讨会综述　十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座谈会综述　十八、宪法学研究
的对象和范围讨论会综述　十九、人权与法制理论研究综述　二十、人权理论研究座谈会综述　二十
一、比较宪法学研讨会综述　二十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发言摘要）　二十三、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人权理论——人权理论研讨会综述　二十四、把人权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人权理论研讨会综述　二十五、1990年我国宪法学研究情况综述　二十六、
全国比较宪法学研讨会综述　二十七、关--7~法权限等问题的研究综述 　二十八、纪念宪法颁布9周
年座谈会综述　二十九、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1991年年会综述　三十、1991年宪法学研究　三十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和宣传工作座谈会综述　三十二、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及
学术讨论会综述　三十三、“人权问题：中国与世界”理论研讨会综述　三十四、民族法学研究概述
　三十五、研讨宪法与民主政治促进改革开放——1992年“宪法与民主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选
摘　三十六、纪念宪法颁布1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三十七、人大监督法律制度研讨会综述　三十八
、对地方立法“不相抵触原则”的探讨　三十九、宪政概念的辨析——“宪法比较研究”理论研讨会
要论概述　四十、研究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大工作——部分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
观点综述　四十一、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综述　四十二、1993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
展望　四十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座谈会”综述　四十四、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
会1994年年会综述　四十五、1994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四十六、1994年宪法学研究述评　四
十七、十四省、市、自治区地方立法研讨会综述　四十八、1995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四十九
、1996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五十、1996年宪法学研究述评　五十一、《立法法》起草工作研
讨会综述　五十二、“十五大以后宪法学的发展”座谈会综述　五十三、1997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
展望　五十四、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综述　五十五、1998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五十六、1997、1998年宪法学研究述评　五十七、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暨宪法颁行16周
年座谈会综述　五十八、抓住修宪契机　兴起学习宪法热潮——中国法学会举行学习宪法修正案座谈
会　五十九、宪法修改问题笔谈　六十、修宪笔谈　六十一、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六十二、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综述　　六十三、1999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六
十四、“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学术讨论会在人大法学院举行　六十五、2l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学术讨
论会综述　六十六、“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笔谈　六十七、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综
述　六十八、2000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六十九、2000年宪法学研究述评　七十、中国法学会
宪法学研究会2001年年会综述　七十一、2001年宪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七十二、中国法学会宪法
学会2001年年会综述　七十三、中国宪法学世纪回眸附录二　宪法学著作索引（1982--2002）附录三　
宪法学教材索引（1980--2002）附录四　宪法学论文（工982--2001）索引一（按照发表年代排序）　
一、1982年　二、1983年　三、1984年　四、1985年　五、1986年　六、1987年　七、1988年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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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九、1990年　十、1991年　十一、1992年　十二、1993年　十三、1994年　十四、1995年　
十五、1996年　十六、1997年　十七、1998年　十八、1999年　十九、2000年　二十、2001年附录五　
宪法学论文（工982--2001）索引二（按照内容分类排序）　一、宪法学导论（研究方法、对象、概念
、分类）　二、宪法制定与修改　三、宪法解释　四、宪法实施保障　五、立法体制　六、宪法学其
他基本原理及制度（宪法意识、作用、文化、结构、渊源与改革的关系等）　七、中国宪法的产生与
发展　　八、82宪法专辑　九、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政协会议）　十、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所有制、分配制度）　十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十三、选举制度　十四、国家结构形式　十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十六、特别行政区制度　
十七、地方自治　十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人权）　十九、国家机构　二十、国家象征（国旗
、国徽）　二十一、宪法的司法适用　二十二、外国宪法、比较宪法　二十三、宪法学综述性论文（
年会总结、宪政思想）附录六　宪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索引　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二、武汉大学
法学院　三、北京大学法学院　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附录七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索引　
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2002届）　二、北京大学法学院（1983--2001届）　　三、西北政法
学院（2000--2001届）　四、武汉大学法学院（1998--2001届）　五、山东大学法学院（1998--2001届）
附录八　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　　　　公民宪法意识调查问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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